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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创融合课程建设背景下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与持

续改进——以“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课程为例

胡娇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304；

摘要：《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课程专创融合教学模式改革遵循“三位一体”协同育人、产教融合融入行业最

新发展思路，体现专业特色、面向全体学生、强化实践环节和创新创业能力。课程与省内外优秀幼儿园、早教中

心开展校企合作，掌握早教行业发展趋势，融入行业新标准，校企协同编织 OBE 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协调开发

课程标准，协同开展课程设计，协同编写云教材和新型活页式教材，协同开发教学包，协同双师互动教学，协同

构建科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在专创融合教学模式改革开展课程设计时，重点突出培养学生早期教育实践能力和创

新意识，鼓励学生利用早期教育专业知识解决就业难问题，创新专业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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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基本介绍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是学前教育专业开设

的一门早期教育方向专业选修课，与 3-6 岁儿童心理

发展紧密衔接。本门课程支撑和实现《学前教育专业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22版）》中《毕业要求》的保

教知识、保教能力和学会发展，共3个指标点。同时

支撑和实现《学前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毕

业要求》的第 3.2、4.4、7.1 等 3 个指标点，其在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体现在提升学前教育工作的对早期

教育兴趣和热情，形成稳定的专业情感和良好的职业

素养。本门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学前卫生学》、《学前

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学》等。

2 制定课程目标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是学前教育学科专

业的专业选修课模块，通过学习本门课程，学生应

该具备以下素养：

课程目标 1：通过学习 0-3 婴幼儿心理发展基

础理论模块（第一章至第三章），会描述婴幼儿心

理研究的发展历史；能够梳理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流

派；能够熟悉 0-3 岁早期教育的相关政策，为自己专

业发展作规划，树立科学的儿童观。

课程目标 2：通过学习 0-3 婴幼儿心理发展五

大模块的知识（第四章至第八章）通过学习 0-3 婴

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及规律，学生可以复述动作、

认知、言语、情绪的概念，能够厘清 0-3 岁儿童动

作发展、认知发展、言语发展、情绪发展的特点和规

律，并归纳促进 0-3 岁儿童动作发展、认知发展、言

语发展、情绪发展的方法论要点和指导策略；并能够

具备设计促进动作、认知、言语、情绪发展的青紫游

戏活动教案；能够充分尊重儿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课程目标 3：通过学习 0-3 婴幼儿心理发展五

大模块的知识（第四章至第八章）能够运用观察、

实验、测验、社会调查等方法，探索发现学前儿童心

理发展规律和特点；能够归纳幼儿心理发展的一般特

点和规律，复述 0-3 岁儿童心理发展的相关理论，能

够叙述0-3 岁儿童心理发展的生理基础的内容；充分

尊重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殊性。

3 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由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组成。成绩

评定：课程总评成绩＝过程性考核×40％+终结性考

核×60％。其中，过程性考核，以百分制评分，占总

评成绩40%。主要考核学生作业、阶段性测试、实验

项目、课堂表现等环节。旷课率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

1/3 的，取消考试资格。终结性考核，满分 100 分，

占总评成绩 60%。主要通过必笔试闭卷形式考核教学

内容，测评课程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和素养目标的达

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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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4.1 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表 1 评价方法：总评实际得分平均值/总评目标分值成绩

课程

目标

支撑

项目
评价依据

目标

分值

实际

平均分

目标

达成度

课
程

目
标
1

作业
作业一：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相关学者海报制作

作业二：录制亲子游戏视频
3.2 2.64

0.72

阶段性测试
依据 0-3岁儿童发展的关键期理论，设计一个 0-3岁婴幼儿亲子游戏。根

据亲子游戏完成质量以及表现情况，创造性方面进行评分
12 9.43

实践项目 实践项目一：三岁前儿童的动作发展 4 3.37

期末考核
考核形式为 16 题单项选择题、3 题多项选择题、

3 简答题。考核内容为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学前的特点及规律相关内容。
24 15.76

小计 43.2 31.21

课
程
目

标
2

作业
作业三：0-3岁婴幼儿动作发展案例调研报告。能根据 0-3岁婴幼儿心理

发展的特点及规律，对实际案例对象进行观察记录并分析。
1.6 1.28

0.82
出勤

根据学生的出勤打分，迟到或早退 1 次扣 3 分；旷课 1 次扣 5 分；出
勤分 =100-迟到或早退次数×3-旷课次数 ×5 6 5.99

期末考核
考核形式为活动设计题。考核内容为根据 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及

规律，设计亲自游戏活动教案。
15 11.31

小计 22.6 18.58

课
程

目
标
3

作业 作业四：对0-3岁亲子游戏活动的教案设计以及活动实施写一份活动反思。 3.2 2.53

0.80实践项目
实践项目二：以小组为单位，设计 0-3岁亲子游戏活动教案，并进行活动

实施。
4 3.27

课堂表现
根据学生日常自主学习、回答问题、小组讨论等指标进行打分。 6 4.8

期末考核

考核形式为 4 题单项选择题、2 题多项选择题、2 简答题、1 题论述题。

考核内容为 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学前的特点相关内容，并根据所学知识
进行知识的转化。

21 16.74

小计 34.2 27.33
课程
总目
标

总评成绩 —— 100 77.12 0.77

4.2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

课程各目标达成

情况柱状图

课程各目标达成
情况雷达图

5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本次考试主要面向 2021 级学前教育 56 名学生。

根据《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与评价》教学大纲要求，

结合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标准，考试内容覆盖《0-3 岁

婴幼儿心理发展与评价》各章节内容，涉及第一章：历

史回溯、第二章：0-3 岁儿童心理发展与评价概述、第

三章：心理发展的基础、第四章：动作发展、第五章：

认知发展、第六章：言语发展、第七章：情绪发展、第

八章：社会性发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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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1，主要考核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特点

及其规律的相关知识点，包括动作发展、认知发展、言

语发展、情绪发展、社会性发展等相关知识点，重点考

查学生对本门课程基础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情况。

5.1.1 基本情况

课程目标 1 达成度为 0.72，评价结果为基本达成。

考核环节涉及过程性考核和 期末考核两个环节，其中

过程性考核环节设计作业（1，2）、实践项目 1、阶段

性测试三个项目，期末考核涉及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

题、简答题三种题型。

通过对考核数据的梳理发现，学生对作业、实践项

目、阶段性测试的达成情况良好，在期末测评中的单项

选择题基本达成、多项选择题的达成情况较差，表明学

生对表明学生对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等

基础知识的 掌握还需加强。

5.1.2 存在问题

从过程性考核达成度来看，学生作业完成情况良好，

阶段性测试的成绩达成情况为基本达成，实践项目的完

成情况较好。因此，过程性考核结果良好。在期末考核

环节，学生对多项选择题相关项目的达成情况来看，单

项选择题为基本达成，说明对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

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为基本掌握但不扎实，在多项选择题

来看，达成情况较差，从卷面分析来看，失分较多，说

明对 0-3 心理发展基础知识的归纳能力较差。在期末考

试过程中，解答题达成情况为基本达成，从卷面得分情

况分析来看，大部分同学将“0-3 岁婴幼儿记忆出现的

早期表现”与“0-3 岁婴幼儿记忆发展的特点”两个知

识混淆，因此解答题失分较多。

5.1.3 改进措施

针对学生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及规律基础

知识掌握情况还需加强；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的基

础知识识记很简单，但是个别知识点的概括和总结还需

要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完成；适当增加一些案例分析，

增加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可以增加知识点思维导图类

的作业，学生主动学习的效果更佳。对于 0-3 岁婴幼儿

记忆发展的知识点，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多进行巩固。

5.2 课程目标 2

主要考核学生运用0-3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及

规律，分析实际案例，能够分析婴幼儿动作发展、认知

发展、言语发展以及情绪发展的特点；能够根据 0-3 岁

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设计0-3 岁亲子游戏活动，并

能够组织实施。能够解决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过程中

的实际问题。

5.2.1 基本情况

课程目标 2 达成度为 0.82，评价结果为良好。考

核环节涉及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两个环节。考核环节

涉及涉及作业 3、出勤、期末考核等环节，期末考核涉

及活动设计题。

通过对考核原始数据的梳理发现，学生对作业、出

勤、活动设计题完成情况良好。说明学生能较好地运用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的基础知识，完成知识的转化，

设计亲子游戏活动教案，并能够在实践项目过程中组织

活动并实施。

5.2.2 存在问题

通过对支撑课程目标 2 各考核环节的梳理，过程

性考核过程中，作业完成较好，出勤率十分优秀。因此

该目标的过程性考核达成度较高。从期末考核项目中的

活动设计题得分情况来分析，活动设计题达成情况一般。

说明在闭卷考试过程中，在完全脱离教材的情况下，学

生能够独立设计 0-3 岁亲子游戏活动教案，但是设计的

教案缺乏创造性，思维较为局限。

5.2.3 改进措施

在平时课堂和课后实践项目的过程中，0-3 岁亲子

游戏活动教案设计过程中，不允许照搬照抄活动教案，

在借鉴优秀活动教案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思考；在课堂上

改变教学方式，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当堂亲子游

戏活动设计，减少课后照搬照抄的情况，鼓励学生多思

考。

5.3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 3 主要通过学习运用所学的 0-3 岁婴幼

儿心理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幼儿园以及家庭教育中存

在的实际问题，培养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自主学

习新知识，具有团队合作能力。比较婴幼儿心理发展特

和规律，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做好幼儿教育工作，具备

良好的职业道德。各支撑环节的达成情况如下：

5.3.1 基本情况

课程目标 3 达成度为 0.80，评价结果为基本达成。

考核环节涉及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两个环节。考核环

节涉及涉及作业 4、课堂表现、期末考核等环节，期末

考核涉及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解答题、论述题。

通过对考核原始数据的梳理发现，学生对作业、课

堂表现、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的达成情况

较好， 论述题为基本达成。表明说明学生对 0-3 岁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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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及规律能够较好的把握。平时教学

活动中的表现较好，完成作业态度认真，学习态度端正，

学风较好。

5.3.2 存在问题

通过对支撑课程目标 3 各考核环节的梳理，在过

程性考核中，作业完成情况中等，从过程性手册分析来

看，大部分同学完成作业较认真，个别同学完成作业态

度不正确，作业敷衍，拉低了作业的达成值。在平时课

堂上，同学课堂上表现不积极，回答问题不主动，但是

课堂纪律较好，课上认真听课记笔记，因此课堂表现达

成值较好。从期末考核来分析，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

题得分较高。论述题的达成情况较差，从卷面分析来看，

学生多 0-3 岁婴幼儿感觉、知觉两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有待提升，对感觉、知觉基础知识的掌握不牢固，也就

影响该知识点的延伸和扩展。

5.3.3 改进措施

结合学生课堂表现特点，课堂气氛不活跃，可以恰

当改变教学方式，多增加案例的分析讨论环节，充分调

动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减少灌输式的课

堂教学，加强合作完成探究式教学；鼓励学生积极思考，

把课本上的知识点进行转化到实际的案例分析中，把知

识活学活用；加强 0-3 岁婴幼儿感觉、知觉两个知识点

的巩固，并对此知识点搜集更多的案例分析，加强学生

对该知识点的识记。

6 结语

《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课程教材和内容在校企

合作模式下给予职业岗位能力进行开发，即分析课程对

应早教、托育相关岗位及岗位职责，确定早教相关岗位

能力要素，根据岗位能力要素确定教材内容，以典型工

作任务为载体编写，旨在激发好奇心、促使学生学会发

展、培养个人技能与态度、培养创造性思维，最终培养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早教知识运用综合能力，鼓励学生

开展创意和创新技能服务模式，这与创新创业教育内涵

不谋而合，为课程专创融合模式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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