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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背景下微项目学习法在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以《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为例 

黄艳雁  覃翀颖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是现代高校的教育任务，学前教育专业属于师范类专业，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不
但对于学生本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下一代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针对学前教
育课程特点，设计和应用一种微项目驱动学习法进行教学，从微项目设计、教学过程组织与实施、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教学效果与评价等环节的设计和执行，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实践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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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project learning metho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 -Take the cours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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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is the educational task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belongs to the normal university major.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not 

onl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ents themselves, but also has the same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 

micro project driven learning method for teaching, from the micro project design, teaching process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training, teaching effect and evaluation of the design and execution,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and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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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新创业的教育起源于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达沃

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口

号，该口号鼓励各行各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打造发展引警。2015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对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创新人才培养

机制、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

式、强化创新创业实践等。在新时期，高校对学生的培养和

就业面临巨大变化，创新创业教育成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推动

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1]。作为培养未来幼儿教师

的学前教育专业，更需要紧跟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要求，转

变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法，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及创造能力的未来卓越幼师。 

学前教育专业对应的岗位是幼儿园教师，它具有明显的

师范性的特征。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社会需要更多从事学

前教育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兴建更多的幼儿园和幼托培训机

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性的特点和学前教育相关创业的机遇

给高校学前教育双创教育带来更大的挑战，它迫切需要打破

常规的教育教学方法，建立新的能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的教育方法，从目前来看，微项目学习法是比较适合“双创”

背景下培养学前教育创新人才的需要的好方法。 

一、微项目学习法 

微项目学习法即微项目驱动学习法，它是对项目教学的

发展，秉承 “以学生为主体，以应用为导向，以能力建设

为目标” 的项目驱动教学法的基本原则，微项目的项目来

源可以是企业、教师或学生，它以项目的目的性，灵活性，

普适性为特点在大学的教育教学中深受师生的喜欢，尤其是

在“双创”背景下，它用微型项目代替掉传统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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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切合是当今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的要求，还因项

目实施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激发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创新创

业的实践中，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得到增强。总之，微项目

学习法对于培养学生“双创”意识和能力，微项目的设计更

具实用性，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兴趣和成就感。 

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特点 

（一）内容多，范围广，任务重。学前教育秉承儿童为

本的理念，强调知识和技能并重。该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学前

儿童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游戏活动的组织

与开展、幼儿教育活动组织与开展、琴法、舞蹈、声乐等与

学前教育领域相关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以及

早期教育机构、艺术培训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该专业不仅涉

及到师范生所必修的多门课程，还涉及到从事早期教育、艺

术培训机构的多种人才。这就决定了它专业课必修包括艺术

类课程、教育教学类课程及婴幼儿保育类的课程，涉及面广，

知识和技能点多，任务重。 

（二）教育教学方法落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按照

传统的教学方式来安排：理论讲授—课程实验—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论文），这种按部就班的传统的流水线式的教学

有利于教学有序地进行，但是在“双创”背景下，这种教学

方式非常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一，专业课程的教学虽然现在大部分实行的是理实一

体化教学，但是很多教师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是以

理论讲授为止，技能训练为辅，学生的教育教学技能应用不

足，不能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现实中的幼儿保教活动

存在的问题。第二，在“双创”背景下，创新人才的培养需

要培养其发散的思维，利用交叉学科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非常重要，但是现行的专业教学中，交

叉应用能力缺乏必要的训练。第三，在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学

生以机械重复的训练为止，缺乏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缺

乏创造性思维训练的学生很难在未来的工作中有所创新。第

四，没有实践项目训练，学生没有参加项目建设的机会，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专业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都

是在老师制定的框架下进行，大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参加科研

训练，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运用能力较弱。 

综上所述，在双创背景下，培养学前教育师范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关键在于课程的改革，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应该

加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问

题的能力。项目驱动学习法证明是可以进行有利于激发创新

意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但是

项目驱动学习法的实施需要时间长，经费多，很难在实际的

教学中实施。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微项目学习法，它的

周期短，成本低，操作灵活，很适合在学前教育的课程教学

中，它通过微型项目为驱动，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 

三、“双创”背景下《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微项目

学习法的设计与实施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是师范类专业的必修课，是

理实一体化课程。虽然学生通过死记硬背一些原理等理论的

知识也能拿到一个及格的分数，对制作多媒体课件，微课等

的软件也能交熟练地运用，但是没有办法把教育技术理论和

专业要求联系起来，两者之间出现了分离现象。基于次，本

研究将微项目学习法引入该课程，以期用微项目驱动，帮助

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能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发

展其创新创业能力。 

（一）项目设计。在“双创”背景下，科学合理地对课

程的内容和课程目标进行分析，然后设计出若干微项目选

题，合适的微项目是该课程教学改革达到预定目标的保证，

也是决定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重要因素。微项目的确定要把

握好度，太小，不能涵盖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失去锻炼的意

义，太大，学生难以实现，容易挫伤积极性。项目的选择应

该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出发，兼顾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因

此，基于“双创”的微项目选题应充分考虑项目的创新性、

实用性、专业性，可行性和趣味性等，同时与创新创业大赛

和学科专业技能竞赛相结合。 

表 1 微项目选题实例 

序

号 

微项目选题 学生自由制定的微

项目名称 

知 识 点 和 技 能

点 

1 获 得 和 处 理

多媒体素材 

大一班缤纷六一晚

会； 

图像、声音、动

画 和 视 频 的 获

取和处理方法 

2 信 息 化 教 学

设计 

大班数学活动：左

左右右 

中班社会活动：我

是中国娃 

幼 儿 园 信 息 化

教学活动设计、

交 互 式 电 子 白

板的应用 

3 多 媒 体 课 件

设计与制作 

中 班 科 学 领 域 课

件：我和水果有个

约会 

大 班 社 会 领 域 课

件：我是中国娃 

PPT 多媒体课件

设计与制作 

4 微 课 设 计 与

制作 

手工微课：小蜜蜂

挂饰 

艺术微课：石头画 

微 课 设 计 与 制

作 

表 1 列举了部分微项目选题，这些微项目都是基于学前

教育师范生所应该掌握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知识和技能

点，所选用的项目涉及要掌握的知识点，学生通过小组协作

能够完成，项目的选题重点在涉及教育技术理论基本知识，

多媒体素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化教学设计和实施，多媒体

课件设计与制作，微课设计与制作等本门课的重点的知识和

技能。 

（三）教学过程的组织与实施。“双创”背景下，学前

教育专业课程为项目驱动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是完成创新创

业培养目标的关键环节。微项目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以项目

为主线，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共同完成项目的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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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由教学转向导学。教师由教授知

识者变成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的协助者，主要任务是指导和帮

助学生如何完成任务，并对学生项目的完成情况做出最后的

评价。微项目教学法的实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分组选题。结合广西全区师范生信息化应用大赛的赛

制和方便项目实操的原则，由学生自愿组成小组，每个组由

1 个组长和 3 名组员组成。实行组长责任制，在组长的带下

领根据兴趣爱好、能力特长进行分工。分好小组好，引导学

生根据选题范围，展开小组头脑风暴，发现问题，确定本小

组的微项目名称，最后对选取的微项目进行分析，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形成初步的项目的完成的方案。 

2.方案论证。组长制定出项目实施方案和确定时间进度

表，教师协调微项目任务划分，根据小组的项目实施方案，

组织小组成员讨论，要充分考虑到本小组的实际情况，不宜

设置高不可及的目标，要尽可能地让利用已有理论知识并将

其应用于项目完成的具体实践中，引导学生继续优化实施方

案。 

3. 项目执行。项目的执行需要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

各小组成员之间既有明确的分工，也有团队的协作共同推进

项目完成。教师要进行全程的监控，把握项目的进展情况，

组织中期检查工作，由组长进行中期汇报，根据中期检查反

馈出来的问题，及时改进项目的进度。 

4.展示项目。在项目结束的时候，教师组织各个小组进

行项目的展示和汇报。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结合起来考核，

各小组长作为汇报人要对该项目的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进

行深入的汇报，指导教师从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技术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创新能力等角度对每个小组成员进行评

估，给出合理的评价，帮助组员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以

改进。 

微项目学习法驱动下，项目由学生独立完成，小组长对

项目的过程进行简要的记录，教师全程跟进，并进行必要的

技术指导，力求让学生经历一个项目完成的完整过程。一方

面学生可以通过完成该项目的研发过程，系统梳理所学的知

识，另外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促成学生由

知识到能力的转化。 

（四）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双创”背景下学前教育

专业课程利用项目驱动法进行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新技术和新创

造为特征的一种实践化过程，高校的创新培养包括对学生创

新意识、精神、能力和技能等方面的有效锻炼。[2]基于“双

创”背景的微项目驱动教学法融入《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

程的教学中，旨在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通过项目的研发能

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微项目的研发，创新创业思

维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高。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目就运用了

现代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现象的教育技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

能力，创业知识，创新思维和能力，为毕业后的就业打下坚

实的基础。 

四、教学效果与评价 

（一）教学效果。在双创背景下微项目驱动学习法后，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检测，

82.2%的学生有意识地在课前、课中、课后积极主动去学习，

学生的合作意识，团队协作能力，创新创业能力都得到了有

效的提高。在微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为了解决遇到的问题，

学生要通过各种途径查阅文献，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无

形中，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都得到了锻炼。例如，在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

项目中，学生无论是选择幼儿园五大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

域，三个年龄层次中的任何一个年龄层面，必须要熟读和理

解《3-6 岁儿童学习活动指南》和结合学前教育学，学前教

育心理学的相关资料，只有综合应用学前教育和教学设计的

知识才能完成该项目。 

（二）教学评价。对微项目驱动学习法教学效果的评价

要注重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统一，不仅包括学生的期末的

考试成绩，还应包括对学生运用综合知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的创新创业能力的评价。在教学评价过程中，一方面将学生

完成微项目情况计入学生平时成绩考核或作业考核；另一方

面将微项目驱动教学效果作为学生评教的重要依据，通过师

生双向评价总体掌握微项目驱动学习法的教学效果，找出不

足并不断加以改进。 

五、小结 

本研究中，在“双创”背景下，提出一种学前教育专业

课程的微项目学习法，以提升综合的幼儿保教知识和保教能

力为目标，将创业教育融合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利用于执行

的微项目，以学生为主题，教师为主导，面向产品，项目开

发的新型的教育方法。教师实践证明，微项目学习法可以大

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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