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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类）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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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

（X≧90）

良

（80≦X＜90）

中

（70≦X＜80）

及格

（60≦X＜70）

不及格

（＜60）

课程目标 1：
能够深刻理
解学前儿童

健康教育的
基本知识，

根据《幼儿
园教育指导

能够深刻理解学
前儿童健康教育
的基本知识，根

据《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和

《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

能够理解学前
儿童健康教育
的基本知识，

根据《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

要》和《3-6 岁
儿童学习与发

能够基本理解
学前儿童健康
教育的基本知

识，根据《幼
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和《3-6
岁儿童学习与

能够理解学前
儿童健康教育
的部分知识，

根据《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

要》和《3-6 岁
儿童学习与发

未能理解学前
儿童健康教育
的基本知识，

未能根据《幼
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和《3-6
岁儿童学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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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和
《3-6 岁儿

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的
精神学习当
前幼儿健康

教育的目
标、内容与

方法，树立
科学的健康

观和健康教
育观。

的精神，扎实掌
握幼儿健康教育

的目标、内容与

方法，树立科学
的健康观和健康
教育观。

展指南》的精
神，掌握幼儿

健康教育的目

标、内容与方
法，树立科学
的健康观和健

康教育观。

发展指南》的
精神，基本掌

握幼儿健康教

育的目标、内
容与方法，树
立科学的健康

观和健康教育
观。

展指南》的精
神，部分掌握

幼儿健康教育

的目标、内容
与方法，树立
科学的健康观

和健康教育
观。

发展指南》的
精神学习当前

幼儿健康教育

的目标、内容
与方法，未能
树立科学的健

康观和健康教
育观。

课程目标 2：
明确不同类

型的幼儿园
健康教育活

动的特点与
指导要点，

能根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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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类）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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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
分

量
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中（70≦X＜80）及格（60≦X＜70）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能够阐述 3-6 岁
学前儿童语言

发展的特点，知
晓不同年龄段
幼儿语言发展

的关键经验；了
解日常生活中

幼儿语言教育
的内容与方法，

掌握各类幼儿
园语言教学活

动设计与组织、
反思与评价的

基本理论与指
导方法。

能够完整阐述

3-6 岁学前儿童
语言发展的特

点，知晓不同年
龄段幼儿语言
发展的关键经

验；完全了解日
常生活中幼儿

语言教育的内
容与方法，掌握

各类幼儿园语
言教学活动设

计与组织、反思
与评价的基本

理论与指导方
法。

能够较好阐述

3-6 岁学前儿童
语言发展的特

点，知晓不同年
龄段幼儿语言
发展的关键经

验；较好了解日
常生活中幼儿

语言教育的内
容与方法，掌握

各类幼儿园语
言教学活动设

计与组织、反思
与评价的基本

理论与指导方
法。

基本能够阐述

3-6 岁学前儿童
语言发展的特

点，知晓不同年
龄段幼儿语言
发展的关键经

验；基本了解日
常生活中幼儿

语言教育的内
容与方法，掌握

各类幼儿园语
言教学活动设

计与组织、反思
与评价的基本

理论与指导方
法。

能够阐述 3-6 岁

学前儿童语言发
展的部分特点，知

晓不同年龄段幼
儿语言发展的关
键经验；了解部分

日常生活中幼儿
语言教育的内容

与方法，掌握各类
幼儿园语言教学

活动设计与组织、
反思与评价的基

本理论与指导方
法。

不能够阐述

3-6 岁学前儿
童语言发展的

特点，知晓不
同年龄段幼儿
语言发展的关

键经验；不了
解日常生活中

幼儿语言教育
的内容与方

法，掌握各类
幼儿园语言教

学活动设计与
组织、反思与

评价的基本理
论与指导方

法。

课程目标 2：
能够基于幼儿
语言发展的特

点和需要，在
《纲要》和《指

南》的指导下，
设计幼儿园语

言教育活动方
案；掌握学前儿

童谈话活动、讲

完全能够基于
幼儿语言发展
的特点和需要，

在《纲要》和《指
南》的指导下，

设计幼儿园语
言教育活动方

案；完全掌握学
前儿童谈话活

动、讲述活动、

能够较好地基
于幼儿语言发
展的特点和需

要，在《纲要》
和《指南》的指

导下，设计幼儿
园语言教育活

动方案；较好地
掌握学前儿童

谈话活动、讲述

基本能够基于
幼儿语言发展
的特点和需要，

在《纲要》和《指
南》的指导下，

设计幼儿园语
言教育活动方

案；基本掌握学
前儿童谈话活

动、讲述活动、

能够基于幼儿语
言发展的部分特
点和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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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活动、听说游
戏、早期阅读以

及文学活动的

实施要点，能够
模拟幼儿园课
堂组织和实施

适宜的语言领
域教育活动；学

会运用所学理
论对幼儿语言

教育活动的设
计和实施进行

恰当的反思和
评价，解决幼儿
语言教育中的

各种实践问题。

听说游戏、早期
阅读以及文学

活动的实施要

点，组织和实施
适宜的语言领
域教育活动；完

全学会运用所
学理论对幼儿

语言教育活动
的设计和实施

进行恰当的反
思和评价，解决

幼儿语言教育
中的各种实践
问题。

活动、听说游
戏、早期阅读以

及文学活动的

实施要点，组织
和实施适宜的
语言领域教育

活动；学会较好
地运用所学理

论对幼儿语言
教育活动的设

计和实施进行
恰当的反思和

评价，解决幼儿
语言教育中的
各种实践问题。

听说游戏、早期
阅读以及文学

活动的实施要

点，组织和实施
适宜的语言领
域教育活动；基

本学会运用所
学理论对幼儿

语言教育活动
的设计和实施

进行恰当的反
思和评价，解决

幼儿语言教育
中的各种实践
问题。

学活动的部分实
施要点，组织和实

施适宜的语言领

域教育活动；学会
运用部分所学理
论对幼儿语言教

育活动的设计和
实施进行恰当的

反思和评价，解决
幼儿语言教育中

的各种实践问题。

讲述活动、听
说游戏、早期

阅读以及文学

活动的实施要
点，组织和实
施适宜的语言

领域教育活
动；未能学会

运用所学理论
对幼儿语言教

育活动的设计
和实施进行恰

当的反思和评
价，解决幼儿
语言教育中的

各种实践问

题。

课程目标 3：
对幼儿语言教

育感兴趣，能正
确认识语言教

育在幼儿社会
性—情感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
用，树立科学的

语言教育观；能
阐述为幼儿创

设自由、宽松的
语言交往环境

以及培养幼儿
使用文明礼貌
用语习惯的有

效策略，并能通
过自身的规范

化语言，为幼儿

树立语言学习
模仿的榜样。

对幼儿语言教
育感兴趣，能完

全正确认识语
言教育在幼儿

社会性—情感
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树立科
学的语言教育

观；完全能阐述
为幼儿创设自

由、宽松的语言
交往环境以及

培养幼儿使用
文明礼貌用语
习惯的有效策

略，并能通过自
身的规范化语

言，为幼儿树立

语言学习模仿
的榜样。

对幼儿语言教
育较感兴趣，能

较好认识语言
教育在幼儿社

会性—情感发
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树立科学
的语言教育观；

能较好地阐述
为幼儿创设自

由、宽松的语言
交往环境以及

培养幼儿使用
文明礼貌用语
习惯的有效策

略，并能通过自
身的规范化语

言，为幼儿树立

语言学习模仿
的榜样。

对幼儿语言教
育略感兴趣，能

基本认识语言
教育在幼儿社

会性—情感发
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树立科学
的语言教育观；

基本能阐述为
幼儿创设自由、

宽松的语言交
往环境以及培

养幼儿使用文
明礼貌用语习
惯的有效策略，

并能通过自身
的规范化语言，

为幼儿树立语

言学习模仿的
榜样。

对幼儿语言教育
有关注，能认识语

言教育在幼儿社
会性—情感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
树立科学的语言

教育观；能阐述为
幼儿创设自由、宽

松的语言交往环
境以及培养幼儿

使用文明礼貌用
语习惯的有效策

略，并能通过自身
的规范化语言，为
幼儿树立语言学

习模仿的榜样。

对幼儿语言教
育不感兴趣，

无法正确认识
语言教育在幼

儿社会性—情
感发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树
立科学的语言

教育观；无法
阐述为幼儿创

设自由、宽松
的语言交往环

境以及培养幼
儿使用文明礼
貌用语习惯的

有效策略，并
能通过自身的

规范化语言，

为幼儿树立语
言学习模仿的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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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类）
《幼儿故事讲演》课程教学大纲

1212510207

  
  

1

3.2

4.2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F%B7%BE%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F%B7%BE%E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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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 分 量

表

课程目标
优

（X≧90）

良

（80≦X＜90）

中

（70≦X＜80）

及格

（60≦X＜70）

不及格

（＜60）

课程目标 1：

理 解 给 儿 童

讲 故 事 的 价

值，喜欢给儿

童讲故事。

对 给 儿 童 讲

故 事 的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

有 深 入 的 认

识 ， 非 常 喜

欢 给 儿 童 讲

对 给 儿 童 讲 故

事 的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 有 较 为

深 入 的 认 识 ，

喜 欢 给 儿 童 讲

故事。

对 给 儿 童 讲 故

事 的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 有 基 本

的认识，愿意给

儿童讲故事。

对 给 儿 童 讲 故

事 的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 有 一 定

的 认 识 ， 能 给

儿童讲故事。

不能正确认识

给儿童讲故事

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不喜欢

给 儿 童 讲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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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课程目标 2：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鉴 赏 的 知

识，能根据儿

童 的 年 龄 特

征，将普通故

事 改 编 成 适

合 给 儿 童 讲

述的故事。

熟 练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鉴 赏

的 知 识 ， 能

熟 练 地 根 据

儿 童 的 年 龄

特 征 ， 将 普

通 故 事 改 编

成 适 合 给 儿

童 讲 述 的 故

事。

较 为 熟 练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鉴 赏

的 知 识 ， 能 较

为 熟 练 地 根 据

儿 童 的 年 龄 特

征 ， 将 普 通 故

事 改 编 成 适 合

给 儿 童 讲 述 的

故事。

基 本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鉴 赏 的 知

识，能根据儿童

的年龄特征，将

普 通 故 事 改 编

成 适 合 给 儿 童

讲述的故事。

初 步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鉴 赏 的 知

识 ， 能 初 步 根

据 儿 童 的 年 龄

特 征 ， 将 普 通

故 事 改 编 成 适

合 给 儿 童 讲 述

的故事。

不能掌握儿童

故事鉴赏的知

识，不能根据

儿童的年龄特

征，将普通故

事改编成适合

给儿童讲述的

故事。

课程目标 3：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讲 述 与 表

演的技巧，能

根 据 儿 童 年

龄特征，熟练

讲 述 与 表 演

儿童故事。

熟 练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讲 述

与 表 演 的 技

巧 ， 能 根 据

儿 童 年 龄 特

征 ， 熟 练 讲

述 与 表 演 儿

童故事。

较 为 熟 练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讲 述

与 表 演 的 技

巧 ， 能 根 据 儿

童 年 龄 特 征 ，

较 为 熟 练 讲 述

与 表 演 儿 童 故

事。

基 本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讲 述 与 表

演的技巧，基本

能 根 据 儿 童 年

龄特征，讲述与

表演儿童故事。

初 步 掌 握 儿 童

故 事 讲 述 与 表

演 的 技 巧 ， 能

初 步 根 据 儿 童

年 龄 特 征 ， 讲

述 与 表 演 儿 童

故事。

不能掌握儿童

故事讲述与表

演的技巧，不

能根据儿童年

龄特征，讲述

与表演儿童故

事。

附：课程思政案例

1.《小猪佩奇》中的《迷路了》故事

故事简介：小猪佩奇和家人在野外迷路了，但是佩奇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勇气，成功带领

家人找到回家的路。

课程思政分析：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幼儿认识到勇气和自信的重要性。

通过故事，让幼儿了解到面对困难时要勇敢地面对和解决问题，提高幼儿的自我管理和

自我教育能力。同时，也可以引导幼儿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教育幼儿要爱护家人，关

心家人，维护家庭和谐。

2.《三只小猪》故事

故事简介：三只小猪分别建造了稻草屋、木屋和砖屋，但是只有建造砖屋的小猪成功抵

御了大灰狼的攻击。

课程思政分析：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幼儿认识到勤劳和智慧的重要性。

通过故事，让幼儿了解到劳动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勤劳和智慧才能获得成功，

提高幼儿的劳动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可以引导幼儿认识到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教育幼儿要学会保护自己，防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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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鸟还家》故事

故事简介：一只小鸟跟随父母迁徙，但是在途中因为迷路而失去了父母，最终在小朋友

的帮助下找到了家。

课程思政分析：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幼儿认识到亲情和友情的

重要性。通过故事，让幼儿了解到亲情是无私的，只有和家人相互关心和帮助，才

能获得幸福和安全，同时也要学会友善和乐于助人，提高幼儿的友爱意识和社交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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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类）
《声乐》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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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类）
《幼儿园课程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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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优

（X≧90）

良

（80≦X＜90）

中

（70≦X＜80）

及格

（60≦X＜70）

不及格

（＜60）

课程目标 1：

能阐述我国幼儿

园课程改革的历

史背 景及影 响,

明确幼儿园课程

改革的目的、价

值；能准确理解

并阐述幼儿园课

程的内涵、特质

以及 “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寓

教 育 于 一 日 生

活”、“注重环

境的教育价值”

等理念，形成科

学的幼儿园课程

观；能辨识幼儿

园课程开发的两

种模式；能准确

阐述幼儿园课程

的基本构成要素

及其相互关系，

能识记并理解对

幼儿园课程目标

的确定、内容的

选择原则、课程

实施及评价等方

面的要求。

能正确阐述我国

幼儿园课程改革

的历史背景及影

响,明确 幼儿园

课 程 改 革 的 目

的、价值；能正

确准确理解并阐

述幼儿园课程的

内涵、特质以及

“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寓教

育于一日生活”、

“注重环境的教

育价值”等理念，

形成科学的幼儿

园课程观；能正

确辨识幼儿园课

程开发的两种模

式；能准确阐述

幼儿园课程的基

本构成要素及其

相互关系，能正

确识记并理解对

幼儿园课程目标

的确定、内容的

选择原则、课程

实施及评价等方

面的要求。

能阐述我国幼儿

园课程改革的历

史背 景及影 响,

明确幼儿园课程

改革的目的、价

值；能准确理解

并阐述幼儿园课

程的内涵、特质

以及 “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寓

教 育 于 一 日 生

活”、“注重环

境的教育价值”

等理念，形成科

学的幼儿园课程

观；能辨识幼儿

园课程开发的两

种模式；能准确

阐述幼儿园课程

的基本构成要素

及其相互关系，

能识记并理解对

幼儿园课程目标

的确定、内容的

选择原则、课程

实施及评价等方

面的要求。

能基本阐述我国

幼儿园课程改革

的历史背景及影

响, 明确 幼儿园

课 程 改 革 的 目

的、价值；能基

本理解并阐述幼

儿 园 课 程 的 内

涵 、 特 质 以 及

“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寓教

育于一日生活”、

“注重环境的教

育价值”等理念，

形成科学的幼儿

园课程观；能基

本辨识幼儿园课

程开发的两种模

式；能准确阐述

幼儿园课程的基

本构成要素及其

相互关系，能基

本识记并理解对

幼儿园课程目标

的确定、内容的

选择原则、课程

实施及评价等方

面的要求。

能在一定程度上

阐述我国幼儿园

课程改革的历史

背景 及影响,明

确幼儿园课程改

革的目的、价值；

能在一定程度上

理解并阐述幼儿

园课程的内涵、

特质以及 “以游

戏为基本活动”、

“寓教育于一日

生活”、“注重

环 境 的 教 育 价

值”等理念，形

成科学的幼儿园

课程观；能辨识

幼儿园课程开发

的两种模式；能

在一定程度上阐

述幼儿园课程的

基本构成要素及

其相互关系，能

在一定程度上识

记并理解对幼儿

园课程目标的确

定、内容的选择

原则、课程实施

及评价等方面的

要求。

不能阐述我国幼

儿园课程改革的

历 史 背 景 及 影

响,明确 幼儿园

课 程 改 革 的 目

的、价值；不能

准确理解并阐述

幼儿园课程的内

涵 、 特 质 以 及

“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寓教

育于一日生活”、

“注重环境的教

育价值”等理念，

形成科学的幼儿

园课程观；不能

辨识幼儿园课程

开 发 的 两 种 模

式；不能准确阐

述幼儿园课程的

基本构成要素及

其相互关系，不

能识记并理解对

幼儿园课程目标

的确定、内容的

选择原则、课程

实施及评价等方

面的要求。

课程目标 2：

能阐述并分析当

前幼儿园常见的

几种教育活动设

计 思 路 和 优 缺

点；能阐述并合

理评价国内外前

沿的幼儿园课程

方案, 有辨 证意

识和反思意识；

愿意积极关注课

程 改 革 发 展 动

态，坚定课程改

革 的 理 念 和 立

场。

能准确阐述并分

析当前幼儿园常

见的几种教育活

动设计思路和优

缺点；能准确阐

述并合理评价国

内外前沿的幼儿

园课 程方案, 有

辨证意识和反思

意识；愿意积极

关注课程改革发

展动态，坚定课

程改革的理念和

立场。

能阐述并分析当

前幼儿园常见的

几种教育活动设

计 思 路 和 优 缺

点；能阐述并合

理评价国内外前

沿的幼儿园课程

方案, 有辨 证意

识和反思意识；

愿意积极关注课

程 改 革 发 展 动

态，坚定课程改

革 的 理 念 和 立

场。

能基本阐述并分

析当前幼儿园常

见的几种教育活

动设计思路和优

缺点；能基本阐

述并合理评价国

内外前沿的幼儿

园课 程方案 ,有

辨证意识和反思

意识；愿意关注

课程改革发展动

态，树立课程改

革 的 理 念 和 立

场。

能在一定程度上

阐述并分析当前

幼儿园常见的几

种教育活动设计

思路和优缺点；

能在一定程度上

阐述并合理评价

国内外前沿的幼

儿园 课程方 案,

有一定的辨证意

识和反思意识；

有一定的意愿关

注课程改革发展

动态，树立课程

改革的理念和立

场。

不要能阐述并分

析当前幼儿园常

见的几种教育活

动设计思路和优

缺点；不能阐述

并合理评价国内

外前沿的幼儿园

课程 方案,没有

辨证意识和反思

意识；不愿积极

关注课程改革发

展动态，不能树

立课程改革的理

念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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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学生合作能完成

一个短期综合主

题课程的预设研

发，并将科学的

课程理念应用其

中，实现从懂理

论-会运用-能创

造的逐级发展。

学生合作能正确

完成一个短期综

合主题课程的预

设研发，并将科

学的课程理念应

用其中，很好地

实现 从懂理 论-

会运 用- 能创 造

的逐级发展。

学生合作能完成

一个短期综合主

题课程的预设研

发，并将科学的

课程理念应用其

中，实现从懂理

论-会运用-能创

造的逐级发展。

学生合作能基本

完成一个短期综

合主题课程的预

设研发，并将科

学的课程理念应

用其中，基本实

现从 懂理论 -会

运用 -能创 造的

逐级发展。

学生合作能在一

定程度上完成一

个短期综合主题

课 程 的 预 设 研

发，并尝试将科

学的课程理念应

用其中，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从懂

理论-会运用-能

创 造 的 逐 级 发

展。

学生不能合作能

完成一个短期综

合主题课程的预

设研发，不能并

将科学的课程理

念应用其中，不

能实现从懂理论

-会运用-能创造

的逐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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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类）
《幼儿舞蹈创编（一）》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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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

（X≧90）
良

（80≦X＜90）
中

（70≦X＜80）
及格

（60≦X＜70）
不及格

（＜60）

课程目标 1：
能阐述一定
的艺术欣赏

与表现知识；

具有在幼儿
园舞蹈教学

基本内容、形
式特点与教
学法基础上，

能创编简单
幼儿舞蹈，引

导幼儿感受
美、欣赏美、

表现美、创编
美的能力。

能够很好地掌握
幼儿舞蹈创编的
一般规律及特

点，把握、运用

编舞技法:明确
目的，选择音乐，

设计动作，连接
组合等，舞蹈题
材构思巧妙，有

风格特点，创编
出的幼儿舞蹈作

品立意高、童真
童趣、形象生动、

富有感染力，深
受幼儿们喜欢。

能够较好地掌
握幼儿舞蹈创
编的一般规律

及特点，把握、

运用编舞技法:
明确目的，选择

音乐，设计动
作，连接组合
等，创编出的幼

儿舞蹈作品童
真童趣、形象生

动、富有感染
力。

能够基本掌握
幼儿舞蹈创编
的一般规律及

特点，把握、运

用编舞技法:明
确目的，选择音

乐，设计动作，
连接组合等，创
编出的幼儿舞

蹈作品童真童
趣、形象生动、

感染力较弱。

能够掌握部分
幼儿舞蹈创编
的一般规律及

特点，把握、运

用编舞技法:明
确目的，选择音

乐，设计动作，
连接组合等，创
编出的幼儿舞

蹈作品立意不
高，舞蹈题材构

思一般，不具备
童真童趣、舞蹈

感染力较差。

未能够掌握幼
儿舞蹈创编的
一般规律及特

点，把握、运用

编舞技法:明确
目的，选择音

乐，设计动作，
连接组合等，创
编出的幼儿舞

蹈作品题材构
思一般，不具备

童真童趣、舞蹈
感染力差。

课程目标 2：
能运用所学

的创编幼儿
舞蹈技法灵

活渗透到幼
儿一日生活

中，将幼儿园
五大领域教

学活动与创
编相结合，提

高幼儿舞蹈
创编能力

能够很好综合利
用相关幼儿舞蹈

创编基础理论深
入了解幼儿生

活，进行舞蹈动
作创作，动作标

准、扎实、规范，
动作间连贯，创

作的舞蹈构思巧
妙，风格特点，

立意高，表现力
强、创作能力强。

能够较好熟练
综合利用相关

幼儿舞蹈创编
基础理论深入

了解幼儿生活
进行舞蹈动作

创作，动作标
准、扎实、规范，

动作间连贯，创
作的舞蹈有风

格特点，立意较
高，表现力、创

作能力较好。

能够基本熟练
综合利用相关

舞蹈基础理论
了解幼儿生活

较肤浅，构思较
好，但是舞蹈语

汇欠佳，动作有
失误，结构较合

理，创作能力欠
佳。

能够熟练部分
相关舞蹈基础

理论进行创作
反映幼儿生活

舞蹈，但是动作
规范性欠佳，动

作有大幅度失
误，连贯度不

好，结构还合
理，创作立意不

高，创作能力一
般。

未能够熟练综
合利用相关舞

蹈基础理论了
解幼儿生活进

行创作，舞蹈中
未能反映幼儿

生活舞蹈，动作
规范差、有大幅

度失误、连贯度
不好，结构还合

理，创作立意不
高，创作能力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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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类）
《教育见习》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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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见 习 期 间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价 值 观 和 遵

守 教 育 教 学

法规情况

能主 动践 行社

会主 义价 值观

和遵 守教 育教

学法 律法 规和

见习纪律，圆满

完成见习任务。

能 比 较 主 动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价

值 观 和 遵 守 教

育 教 学 法 律 法

规和见习纪律，

比 较 圆 满 完 成

见习任务。

能基本主动践

行社会主义价

值观和遵守教

育教学法律法

规 和 见 习 纪

律，基本完成

见习任务。

能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价 值 观

和 遵 守 教 育

教 学 法 律 法

规 和 见 习 纪

律，完成见习

任务一般。

未能践行社会

主义价值观和

遵守教育教学

法律法规和见

习纪律，没有

完 成 见 习 任

务。

课程目标 2：

考 察 工 作 见

习 对 职 业 的

认 同 与 对 幼

见习 期间 高度

认同 学前 教育

职业，对幼儿能

够高度关爱。

见 习 期 间 能 比

较 认 同 学 前 教

育职业，对幼儿

能够比较关爱。

见习期间能基

本认同学前教

育职业，对幼

儿能够基本关

见 习 期 间 对

学 前 教 育 职

业认同一般，

对 幼 儿 关 爱

见习期间未能

认同学前教育

职业，对幼儿

未能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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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关 爱 的 情

况

爱。 一般。

课程目标 3：

近 距 离 观 察

和接触幼儿，

并 结 合 所 学

知识，在真实

的 情 境 中 进

一 步 观 察 和

了 解 幼 儿 的

身 心 发 展 特

点。

认真观察幼儿，

高质 量完 成观

察记录表，积极

参与实践，并能

主动 分析 、反

思，提出自己的

观点和疑惑。

认真观察幼儿，

能 参 与 部 分 实

践，观察记录较

详细，并有一定

的分析和思考。

能较认真观察

幼儿，尝试参

与实践，并做

好观察记录，

但分析思考不

够深入。

能观察幼儿，

观 察 记 录 较

简单，分析思

考形式化。

不注重观察幼

儿，未尝试参

与实践，观察

记 录 过 于 简

单，没有分析

和思考。

课程目标 4：

见 习 期 间 参

与 保 育 活 动

情 况 以 及 在

教学设计、教

学 实 施 与 评

价情况

见习 期间 能够

非常 熟练 地参

与保 育活 动情

况以 及非 常熟

悉五 大领 域相

关教材，并能进

行相应设计。能

非常 完整 实施

教学 并于 课后

进行有效评价

见 习 期 间 能 够

比 较 熟 练 地 参

与 保 育 活 动 情

况 以 及 比 较 熟

悉 五 大 领 域 相

关教材，并能进

行相应设计。能

比 较 完 整 实 施

教 学 并 于 课 后

进行有效评价

见习期间能够

熟练地参与保

育活动情况以

及熟悉五大领

域相关教材，

并能进行相应

设计。能完整

实施教学并于

课后进行有效

评价

见 习 期 间 参

与 保 育 活 动

能力一般，对

五 大 领 域 相

关 教 材 熟 悉

程度一般，进

行 相 应 设 计

的能力一般。

基 本 能 够 实

施 教 学 并 于

课 后 进 行 评

价

见习期间不能

参与保育活动

情况以及不熟

悉五大领域相

关教材， 距 行

近솏能整未大学近参后 效

评

价

课

程

目

标

4

：

见 习 期 间 参

参⽕ ꍶ 学般、以般的 以 以爢 諸察幼
、

嚪进，㈕幼␀ 计شخ Ȁ的能点。
见

习

期

间

能

够

非常 熟㈴后

㞪겺 般

、

般，能够非练ဓ够㮺察幼、嚪够

进

，

㈕幼␀ 计᧡شخ己的能惑。
见

习

期

间

能

够

比 较 熟 能㈴后

㞪겺 般

、

般，能够比 㮺练䌛 ဓ够㮺察幼、嚪够

进

，

㈕幼␀ 计᧡ شخ 的能惑。
见

习

期

퐶

般

能 ㈴ 后ꕼऑ析∀领⇞夶般

一般

能䌛ဓ諸げ ⬑析∀嚪ၔ材ݓ琀

␀ 计

᧡�شخ的能惑。
见

习

期

间

参

后⽕ꍶ学般

、

以般能㍑က般， ：
察

幼

、嚪般
，

㈕幼␀ 计᧡ 。的能力一般、شخ
见

习

期

솏

期 学以般未的 ဓ够Ꮸ 够㌅，近شخ能点。
课程目标

4
：

见 习 期 间 参 ꉄ ䷓琀蔓够情 况 以 蔅ᄀẬ能

、

做

进 表
Ἓ4。

见习 期间 能够

非常 熟练 地参ꉄ 黸 动情况以 常熟ḅ─能

、

ܰ䳷、Է能。
见 习 期 间 能 够

比 较 熟 练 地 参 ꉄ ䷓琀蔓 动 情况 以 ͒ᔀ较 伊 练 蔅 在能、Qက进 �保 ：能惑。
见习期

퐶般

能 地参ꉄ般┓动情况以

一。能教

ṝḪ 其做䳷后进 �做Է惑。
见 习 期 间 参

ꉄ黸㔓够力一般

，

以㖩Ậ能、鞬䳷及

：

力一惑。
见

习

期

间

不

能

参ꉄ 黸够情况以及够析␓딀Ḫ够后够并能点。课程目标的： 풬能 大─܀大─ 。常
跷

、

关萗育㝑蘀，、뻑
4

。保间 。常␀跷：关萗育㝑蘀，
见 动 进

：。常∀鵕跷 做关∀育贕儿 做ᵓ琀揕计܀敄比ݓ琀。本 能：：活 动。： ꕼ࠳整。 能㝑能保：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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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能对

自 己 的 学 习

和 职 业 状 态

进行反思

对性，原因分析

恰当，有一定理

论水平，文字简

洁，能体现见习

收获。

思有现实意义，

能 较好分析原

因，能结合相关

理 论 ， 文 字 准

确，能体现见习

收获。

理，能较好分

析原因，文字

准确。

能分析原因，

文 字 较 为 准

确。

因分析不当，

文 字 表 达 一

般。

课程目标 8：

与班级同学、

指导教师、带

队指导教师、

幼儿、家长的

沟通情况

在见 习期 间能

充分 与其 他成

员协同合作，充

分认 识自 己在

团队 中的 角色

并做 好自 己承

担的任务；能够

与老师、同学以

及幼 儿家 长等

建立 非常 良好

的关系，并非常

积极 主动 与他

人进 行沟 通交

流

在 见 习 期 间 能

比 较 充 分 与 其

他 成 员 协 同 合

作，比较充分认

识 自 己 在 团 队

中 的 角 色 并 比

较 好 完 成 自 己

承担的任务；能

够与老师、同学

以 及 幼 儿 家 长

等 建 立 比 较 良

好的关系，并比

较 积 极 主 动 与

他 人 进 行 沟 通

交流

在见习期间能

与其他成员协

同合作，充分

认识自己在团

队中的角色并

做好自己承担

的任务；能够

与老师、同学

以及幼儿家长

等建立良好的

关系，并主动

与他人进行沟

通交流

在 见 习 期 间

与 其 他 成 员

协 同 合 作 一

般，认识识自

己 在 团 队 中

的 角 色 并 做

好 自 己 承 担

的任务一般；

与老师、同学

以 及 幼 儿 家

长 的 关 系 一

般，与他人进

行 沟 通 交 流

能力一般

在见习期间不

能与其他成员

协同合作，不

能认识自己在

团队中的角色

并做好自己承

担的任务；不

能够与老师、

同学以及幼儿

家长等建立良

好的关系，不

能主动与他人

进行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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