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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实践与思考
——以“婴幼儿照护”参赛课程为例

赵创娟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300）

摘要：本论文以“婴幼儿照护”课程为例，结合教学能力大赛的经验，探讨了教学整体设计、教学实施、学习效果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融合岗位要求、行业标准、思政元素等，重构教学内容，并运用综合评价体系客观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最终，本文以赛促改、

以赛促优，以赛促进、以赛促升为目标，探讨了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的反思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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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大赛的前身乃是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从

2010 年起到 2017 年，共计举办了 8 届。2018 年，该大赛改革为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教学能力大赛重点考察 2-4 

人教学团队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助力打造高水平

结构化的教学创新团队。目前，这项比赛的成绩和学生技能竞赛

成绩一样，成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推动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

位一体”统筹安排和一体部署，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

赋予了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新的使命任务，明

确了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教师通过参赛，彼此借鉴

和学习教学改革成功经验，使教师队伍在成长进程中得到很好的

锻炼，有益于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向前迈进。作为专业教师，

笔者参加了 2023 年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本文以“婴幼儿照

护”参赛课程为例，结合笔者参赛感受，从教学整体设计、教学实施、

学习效果、等方面展示参赛内容，并在参赛后进行总结与思考。

一、教学设计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幼有优育”理念，且将婴幼儿照护服

务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婴幼儿照护》作为婴幼儿托育服

务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其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掌握从事婴幼儿

生活照护、早期教育、安全防护等工作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

（一）四项融合，构建教学内容

本项目在内容设置上融合婴幼儿保育岗位要求、婴幼儿照护

技能竞赛评分标准、幼儿照护 1+x 考核标准、国家专业介绍以及

课程思政改革要求，并紧密结合托育行业供需发展的新趋向、智

慧托育新业态以及新的行业标准及规范，构建课程内容。课程整

体设计注重“医育协同，工学结合”，旨在通过学习使学生能达

到“德技兼修，知行合一”。本项目按照“安全第一—良好生活—

引导发展”为逻辑路径，将课程划分为安全防护、生活照护、早

期发展指导三大模块，构建 12 个项目。参赛作品选自模块三早期

发展指导中的项目一婴幼儿动作发展与指导。其内容覆盖了婴幼

儿动作发展的规律，动作发展活动实施要点，基础教具的使用，

设计创编动作发展游戏活动，自制动作训练教具等内容。设计注

重从基础认知到知识应用，重视技能训练与岗位的对接。

（二）调查数据，分析学情

梳理涉及本项目教学任务的知识点、技能点，通过查阅学生

前置课程的学习情况，并对相关的知识技能进行分析，了解学生

的知识技能基础；通过使用效度和信度较高的测试问卷调查，分

析学生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以及学习特点，经过整理，得出本项目

学生的学情。

1. 知识和专业技能基础。在学习本门课程之前学生在思想方

面接受过系统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正确认识自我，有着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专业基础知识方面学习过婴幼儿心理

发展，婴幼儿心理教育等课程，在专业基础技能方面学习过器乐、

声乐、幼儿舞蹈以及幼儿美工等内容，学生具备基础的保育、发

展引导的知识体系基础，亦有开展活动设计的基础技能支持。

2. 认知和实践能力。在认知能力方面，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记

忆力比较好，对比较感兴趣的事物，学生注意力会比较集中，但

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注意力比较难集中。在实践能力方面，学

生的合作能力、交际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比较好，

信息的收集处理，问题分析以及提出问题的能力较欠缺，在教学

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认知和实践能力选择恰当的教学策略，提升

学生的薄弱环节。

3. 学习特点。根据问卷调查发现同学们学习方式更倾向于实

践，从数据看学生具备一定的学习信心，学生学习态度端正，但

学习内驱不足，需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方面，学生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对掌握知识和技能有强烈

的意愿，但是学生学习时间的协调和控制能力较差，主动性缺乏。

（三）分层教学，因材施教

基于学生上一学期的目标达成数据、学习态度调研、职业素

养达成情况等学情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软件 spss 进行聚类分析，

精准分层。根据学生的总体情况，设置增值目标，使用不同的策略，

做到因才施教，使各层级的学生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成长。同时，

分层情况仅对教学团队单向透明，避免学生获取分层信息后产生

自卑、排斥、标签化等不利心理因素。另外根据行业的特殊性，

针对男、女生的技能增值方向做了不同的引导。

（四）依据学生学情制定教学策略

本项目以五星教学策略为蓝本，依托校企教学团队，借助“2+3”

（2：仿真场景，实际工作场景；3：校内实训，托育园实践，社

区服务）教学生态圈，采用任务驱动法和体验式教学法，通过双

师的线上 + 线下的互动，将仿真实训教学场景对接到实际工作场

景。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照护者—被照护者—评价者的三角色间

互换体验，同时，从“3”身份出发体验学习，让学生在校做好学

生，企业实践做好学徒，进入社区做好社会服务者。教学过程中

通过实际教学案例做到与学生共情，引入婴幼儿照护模范榜样，

渗透新时代托育思想，利用小组讨论，双师答疑、互动设计突破

教学重点，通过双师示范，线上交流，情境体验化解教学难点。

二、教学实施

（一）成果导向，探索教学模式

本项目秉持学习成果导向，结合学情实际，运用五星教学策略，

着力强化“课前、课中、课后”的有机统一，推行明、究、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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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拓的六步教学流程，构建“五星三段六步”教学模式，遵循“做

中学，学中做”的教育理念，以实现学生知行合一。

在课前阶段，通过翻转课堂和自主探究的方式布置任务，促

使学生聚焦问题，明确学习所能获得的能力。同时，设置由易到

难的系列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采集学生的学习数据，为后续

教学调整做好准备。

课中环节，借助任务驱动，教师进行精讲以激活学生的旧知，

并引导学生探讨研究新知识。通过教师示范和学生展示，对新知

识进行评价与运用。在课堂实践学习中，将实训室场景与企业实

际场景相对接，实现教学与实际工作的零距衔接。此外，教学过

程中采用情境模拟和体验学习的方式，让学生通过不同角色的体

验产生同理心，进而对技能训练产生兴趣。

课后则利用数字化教学平台，鼓励学生依据修改意见完善作

品，激发创新思维，自主选择任务以提升技能。学生在交流探讨

中衍生知识与技能，在此过程中巩固所学技能，并在持续练习中

形成一定技巧。

例如，在粗大动作发展实施任务里，在课前阶段，需令学生

依据教师所布置的任务，自主达成婴幼儿粗大动作发展的基本知

识探究工作，并完成在线测试以及在线讨论。教师应依据学生课

前的学习反馈，对课中学习的内容予以调整。在课中，教师需针

对学生的疑问展开讲解，同时借助游戏、口诀等形式讲授新知识，

化解学生存在的困惑，突破重点与难点。课后则通过练习视频拍摄、

技能竞赛现场视频观看，进行对比分析，以改进自身的不足之处。

（二）构建专题思政，有机融入教学内容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

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

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本次参赛

项目依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托育机构保育

指导大纲》中尊重幼儿、安全健康、积极回应和科学规范这 4 项

基本原则，结合《婴幼儿照护》课程在安全防护、生活照护、早

期发展等方面的技能要求，精心设计了课程思政主线。围绕早期

发展模块的教学内容，确立“敬佑生命、关爱幼儿、安全健康、

注重发展”这四个思政主题。团队教师针对教学内容展开反复研讨，

精心筛选思政载体，促使课程内容与思政要素实现有机融合，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通过应用拓展、学徒实践、社会服务等方

式检验思政学习成果，考察学生是否真正做到“融于心，显于行”。

（三）综合评价

本次参赛项目基于 OBE 成果导向理念，构建三维四留的综合

评价体系。采用学生、教师、企业教师、社会等多主体评价方式，

从不同视角为学生提供关于自身学习发展现状的信息，推动学生

的全面发展。通过将过程监测、项目考核、增值评价相互结合，

使评价更具客观性。同时，通过学生的活动指导模拟、玩教具制作、

作品展示等，留下学习的印记；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过

程检测、项目考核、增值评价等多维量化，留下痕迹；借助平台

学习和检测，留下学习数据；鼓励学生课后走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留下学习足迹。最终，通过三维四留的评价模式形成学生的电子

学档，完整记录学习的全过程。

三、学习效果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对学生的评价及数据收集，以及授课

班级学生与对照班级数据相比，可看到本班学生更能在自己的活

动设计和玩教具设计中体现责任担当意识和人文情怀，教具使用

规范和活动设计更加规范，小组有效沟通次数更多，团队意识更

加牢固，并且对于岗位认知，幼儿照护考证要求，幼儿发展等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课后的讨论话题词云收集，可以看到学生

能够更加真切的体会到敬佑生命的意义，安全健康的重要性。

团队成员通力协作，不断进行《婴幼儿照护》课程的教学改

革，将课程内容与“1+X”幼儿照护证书内容进行了对接融合，根

据大赛的评分做了考评细则的制定，结合岗位流程做了任务划分，

做到任务和技能点的有机对接，形成了婴幼儿早期发展模块“岗、

课、赛、证”融通。学生在 1+X 考核中表现出了较强的专业能力，

证书通过率达到了 97.67%，得到了考评机构的一致认可，同时本

教学团队也被评为了优秀考评员团队。教学班级中的两名同学被

选为参赛选手，在金砖 - 婴幼儿照护赛项西南片区选拔赛中和云

南省婴幼儿照护赛项中同学们表现优异。学生在学徒学习和社会

志愿者服务中也得到了企业和社会的一致肯定。

四、反思与总结

（一）反思

尽管参赛课程在多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仍存在一些可

提升之处。在教学内容的拓展深度上，需进一步加强以满足学生

多元化学习需求，比如在融合各类标准和要求的基础上，挖掘更

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内容来激发学生探索欲望。团队协作默契度

培养虽有成效但仍有优化空间，可增加团队磨合活动以提高成员

间沟通效率和协作效果。教学资源整合利用虽有尝试，但在丰富

性和精准性上能继续改进，比如收集更多贴合实际教学情境的案

例和素材以提供更有力支持。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方面，虽有措

施但面对学生个性特点还需更具针对性的方法，比如为学习积极

性不高的学生制定个性化激励方案以调动其热情。在与社会需求

的对接上，虽获一定认可，但紧密程度和精准度可进一步提高，

比如深入调研社会对婴幼儿照护人才的具体要求，及时调整教学

重点和方法，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总结

“以赛促改、以赛促优，以赛促进、以赛促升”乃是教学能

力比赛的关键目标所在。于参赛期间，教学团队在重构教学内容

之际，务必要将岗位要求、行业标准、思政元素等予以综合性的

融合考量，如此方能驱使团队成员踊跃开辟路径，深入洞悉岗位

行业的前沿动态，促使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并驾齐驱，达成内容

的改良与优化。与此同时，借助参赛过程中对作品持续不断地雕

琢打磨，优化教学理念，冲破传统教育观念的藩篱，凸显学生的

主体地位以及教师的主导作用，令教与学相互促进，使学生能够

学有所得，教师能够教有所长。另外，教学能力大赛重点考验的

乃是团队的协同合作能力，团队的构建需要充分斟酌成员的特性，

以充分施展成员各自的专长。团队成员不妨邀请企业专家参与其

中，不但能够助力教师洞悉行业的最新态势，还能够推动校企之

间开展深度合作，促使教学与生产实际的衔接臻于至善。参赛团

队通过比赛成长后，应积极带领身边教师开展教学模式改革，以

点带面，提升协同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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