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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推广应用效果

2.5.1 选学模式质量监测阶段性报告

选学模式质量监测阶段性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高

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幼儿教师队伍，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紧紧围绕改革宗旨，切实践行“学生中心”理念，在进行科学

研究的基础上，学校实施“六大项度模块”“全时四驱路径 ”

“多元复合保障”选学模式的教改，从“选向、选师、选课、

选艺、选园、选段”六个项度为学生提供了全域性的选学模块。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8 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总

数 1702 人，其中 2021 届毕业生 1408 人，五年一贯学生 294

人（五年一贯制学生的总学制为五年，非 2021 届毕业生）；

2019 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总数 1669 人，其中 2022 届毕业生

1483 人，五年一贯学生 186 人（五年一贯制学生的总学制为

五年，非 2022 届毕业生）。学校对 2020 届和 2021 届学生进

行教学监测，各项度的具体情况汇总如下：

一、选课

“选课”即学校通过扩大选修课的设置门类，让学生按照

自己的意愿，自主的选择选修课。2021 届学生中参与自主选

课的学生有 1334 名，占比 94.7%；2022 届学生中参与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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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学生有 1427 名，占比 96.2%。

二、选师

“选师”是指将开设一门课程的多个教师面向学生进行公

布，由学生进行自由选择。2021 届学生中参与选师的学生有

1223 名，占比 86.9%；2022 届学生中参与选师的学生有 1336

名，占比 90.1%。由于学校的教师数量有限，针对同一门课程

可供选择的教师少，所以对比选课，参与选师的学生相对较少。

三、选园

“选园”是指学校在不同类型幼儿园所的选择上，为学生

的见习实习提供更多的机会，使学生在实习幼儿园所的选择上

拥有更多的自主权。2021 届学生中参与自主选园的学生有

1350 名，占比 95.9%；为确保高质量的实习工作，2022 年实

习方式变为“自主+集中”的方式，2022 届学生中参与自主选

园的学生有 1263 名，占比 85.2%。

四、选段

“选段”是指学校在时间维度上为学生的实习提供多种选

择的机会。2021 届学生中参与选段的学生有 1200 名，占比

85.2%；2022 届学生中参与选段的学生有 1395 名，占比 94.1%。

五、选艺

“选艺”强调了对学生专业技能课提供的丰富性。2021

届学生中参与选艺的学生有 1295 名，占比 92.0%；2022 届学

生中参与选艺的学生有 1400 名，占比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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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选向

“选向”指选择专业发展方向。当前，专科学生入校后改

变专业的难度极大。为破解这一难题，学校从设置一个专业的

不同方向入手，率先在学前教育专业内设置诸如音乐、美术等

方向，让不能改变专业大项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小方向。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也可进行项目工作室的选择。2021 届学生

中参与选向的学生有 400 名，占比 28.4%；2022 届学生中参与

选向的学生有 500 名，占比 33.7%。

综上所知，在选课、选师、选园、选段、选艺、选向六个

项度上，学生的参与人数及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在选园项度

上，学生的参与人数及比例下降，虽然学生参与自主选园的人

数有所减少，但是学生在学校提供的实习幼儿园所中也有一定

的自主选择权。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在不断提高，学生对教学

满意度提高至 93.8%。这个结果说明，学校搭建的“选向、选

师、选课、选艺、选园、选段”全域性选学模块切实为学生提

供了适应时代发展和岗位需求的丰富的选学内容，较好地满足

了新时期对幼儿教师的高素质要求。

在未来的工作中，学校将继续紧紧围绕提高教学质量的中

心任务，创新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方式，规范教学管理，继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质量工程建设，推动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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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招生及就业情况

（一）招生情况

2018 年计划招生 2700 人，实际录取 2603 人，其中普通

高考录取 733 人、对口升学录取 850 人、五年一贯制录取 529

人、3+2 专科录取 491 人。通过高校的建设，学校的生源质量

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学校的内涵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9 年在 6 个专业的基础上，审批增加了旅游英语、服装设

计与工艺、舞蹈表演 3 个非师范专业，实现了各系部两条腿走

路的专业建设目标。同时，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申请开设了

部分面向全国招生的高考计划，选取河北、山东 2 个生源大省

和陕西、甘肃 2 个邻近省份作为面向全国招生的试点，尝试推

进生源来源和结构的进一步改变；2020 年面向全国招生的格

局再有新突破，省外招生在去年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四个

省份的基础上，扩大到黑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海

南、贵州、四川等 15 个省份，省外招收师范类、非师范类各

专业学生 259 人，在面向全国招生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2021 年在原有 6 个师范类专业、3 个非师范类专业的基础上，

新增师范类艺术教育专业，原英语教育专业更名为小学英语教

育。生源范围在 15 个省外的基础上新开宁夏，2021 年面向河

北、山东、陕西、甘肃、黑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

海南、贵州、四川、辽宁、江苏、重庆、宁夏共 16 个外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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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继续保持单招途径，招生人数持续上升，在高考自主招生

的道路上积极的探索，充分发挥了高校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

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性。

（二）就业情况

2019 届毕业生学前教育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2020 届毕业生学前教育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专业 人数 升学人数 直接就业人数 对口就业人数 就业率%

学前教育 2270 1588 484 435 91.28%

专业 人数 升学人数 直接就业人数 对口就业人数 就业率%

学前教育 1156 943 120 116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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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毕业生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情况

成果实施以来，有效提升了不同层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参与性，学生由“被学”变为“知学”“乐学”“会学”，参加

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得到显著提高。

由 2017 级毕业生的 24%，提高到 2018 级毕业生 51.48%，

2019 级毕业生 75.04%。

近三年毕业生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统计表

毕业年级 2017 级 2018 级 2019 级 备注

通过率 24% 51.48% 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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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选学模式的改革和推广学术交流活动

通过参与筹备选学模式改革推广学术交流活动及学前教

育改革发展省级试点工作指导，深度参与山西省教育厅对幼教

产业的综合治理，通过学术引导，对山西省幼教领域的规范化、

科学化发展做出贡献。充分说明以太原幼专为例的选学保障的

构建，教育教学的改革着眼于学前教育的发展和学前教育师资

的培养，对于山西省学前教育专业发展以及辐射同类型院校，

服务于用人单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专业引领促改革 聚力发展共前行

——选学模式的改革和推广学术交流活动

深秋时节，阳光灿烂。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太原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场盛大的学术交流活动拉开帷幕。这标

志着我校在“六大项度模块、全时四驱路径、多元复合保障”

的选学模式的改革和推广过程中逐步落实“用专业力量引领发

展”理念,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方面又迈出了坚

实一步，对学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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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西省职业教育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单

位，太原幼专一直致力于加强师范类院校间的互通有无，通过

交流学术研究，推广实践经验，使得全省职业教育的教育专业

发展得到共同进步。深度推广选学模式的具体措施,有利于引

导全省开展教育专业的高职院校教师以选学的方式改进实践

改革,以全面发展的方式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学校的研究

力、思考力和执行力。

此次活动参与学校众多，来自全省 50 所中职、高职院校

的教育教学相关负责人，325 名学生和 89 名教师参加了交流

活动。交流活动以观摩教学、技能大赛、学术交流、专家报告

等形式开展，在日常教师教育研讨的基础上，我校将尝试并实

践多年的“六大项度模块、全时四驱路径、多元复合保障”的

选学模式进行广泛推广。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选学模式的

的核心理念，在技能大赛活动中要求各参赛学校在所有在册学

籍的学生中抽签确定，同时在组队方式上进行了创新，不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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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技能大赛“锦标主义”倾向的问题，也促进了成员学校在

整体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在培养全能

型师资，构建全方位达标体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们倡导“向师而育 从心出发”的教育理念和“六大项

度模块、全时四驱路径、多元复合保障”的选学模式的研究，

着力打造融合全体教师的学习共同体、成长共同体和事业共同

体,为教师相互交流、思维碰撞、智慧生成、共建共享、共生

共长搭建平台。更重要的是打造学生个性化发展、因材施教、

目标导向、内驱力驱动的学习平台。学生在入学、学中、实习、

毕业等阶段，通过选师、选艺、选段、选向、选园、选课，不

断实现选学的全域型发展。

“以选促学，以赛促教，以教促改”，此次交流活动不仅

推广了我校的“六大项度模块、全时四驱路径、多元复合保障”

的选学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同盟校的教学质量的提升。激活了

各同盟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创新动力。

学校将继续坚守“向师而育，从心出发”的理念,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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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发展、用改革促进教育，将选学模式进一步推广应用，发

挥创新实践学术引领的突击队作用,在加快学校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做好示范和引领，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附：“选学”模式学术交流活动暨山西省职业院校师范教

育类专业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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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职业院校师范教育类专业比赛获奖情况汇总

序号 类别 姓名 奖项名称

1 学生组 张雅娟 高职学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2 学生组 左怡 高职学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3 学生组 王逸卉 高职学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4 学生组 芦敏 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比赛团体三等奖

5 学生组 陈姝秀 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比赛团体三等奖

6 学生组 罗媛媛 高职组个人项目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书画作品二等奖

7 学生组 米晶鑫 高职组个人项目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书画作品二等奖

8 学生组 冯军蓉 高职组个人项目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书画作品三等奖

1 教师组 苏蔓 高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2 教师组 周倩 高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3 教师组 马蓉 高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4 教师组 常洁 高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理论组项目个人二等奖

5 教师组 罗斐悦 高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理论组项目个人三等奖

6 教师组 张玉丽 高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技能组项目个人一等奖

7 教师组 何颖 高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技能组项目个人三等奖

8 教师组 周倩 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比赛中团体三等奖指导教师

9 教师组 马蓉 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比赛中团体三等奖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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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毕业生反馈

时光荏苒，岁月如俊。弹指间，我们已经离开了校园，回

顾这三年的校园生活，心中无限感慨。因为我们的教育梦想，

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对幼教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让我们一起在

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与实践相结合，

让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使我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提升。

学校的课程非常多元化，从卫生学、心理学、教育学到美

术、舞蹈、声乐、钢琴、书法等，到后来出现的奥尔夫音乐教

育、蒙氏教育、乐高与科学等启蒙教育，这些文化和艺术课程

的开展，使我们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呈现出“六项度”的

课程形式，可谓丰富多彩，各具特色。

在此期间，学校还开设了非常多新颖有趣的“选课”，例

如儿童绘本艺术、幼儿舞蹈创编、手语、英语儿歌等。我选择

的是儿童绘本艺术，这门选课并不只是单单的用笔将内容画下

来，这其中存在着很多技能技巧，其中包含着综合材料的运用，

可用粘土、纸拼贴等方式将内容展现出来。这些所学的内容能

够帮我们更好地掌握“八项技能”，为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

在幼儿园实习期间，我可以将学校所教授的蒙氏知识运用

到幼儿园里。其中的蒙式教学三阶段能够让我融入到蒙氏五大

领域中，让幼儿真正做到在玩中学，并能培养幼儿一系列的常

规。日常生活领域像系扣子、擦花叶等工作，能够培养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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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自理能力。感官领域的工作能够让幼儿通过视觉、听觉等

培养敏锐的感受能力。

幼儿园里的“用爱做事，以德育人”与学校的“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共同响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养新时代“四有”

好教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我将怀着这个信念一直走下去，做到不负人，不负心。

——1807 班毕业生张倩

一转眼，我毕业了！最后一星期来到校园，来到这个我学

习生活的地方，因为经过了三个月的实习，步入社会再次踏进

校园，心中是多么感慨啊。一次次的知识技能的掌握，一次次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让我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的学校和专业，让我接触到了“六项度”式

涉及很广泛的课程，使我成长为一个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有

价值的人。

刚步入校园时，我看到课表的舞蹈、钢琴、声乐等都是小

时候想学但从没机会接触的，这时候我的大学是艺术培训中心，

再到奥尔夫音乐教育、乐高积木、科学实验、蒙氏教育等多种

启蒙教育课程，此刻它走在学前教育教育理念，科学创新，开

发启智的道路上。为了让幼儿在良好的环境和影响下成长，作

为未来教师的我们也在学校“六项度”式的培养下提升自己，

让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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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第一无二，有他擅长倾向的领域，“六项度”式的

课程选择让每位学生找到适合自己，成长为各具特色，风格迥

异的未来幼儿老师。

在学校的选课表排出来，有幼儿歌曲简易伴奏、舞蹈创编

技巧、国际象棋、家庭教育、手语、美术综合材料运用、儿童

绘本艺术等，但每个人只能选修两门时，我当时选哪个都觉得

是忍痛割爱，因为都很实用，对自己有帮助，都想学到手。最

后根据自己的实际和长远我选择了自己薄弱和以后肯定会用

到的舞蹈选修，在经历了两年多学校舞蹈的学习再加上又上升

了难度的舞蹈选修，我确实由原来那个肢体不协调，对舞蹈没

什么概念成长为到实习的早教中心自己扒视频学舞蹈带领老

师们跳开场舞。

在我实习期间，我有了组织活动带领小朋友的机会，组织

讲授美工活动，无论是泥塑技巧还是讲课的仪态，语言技术的

运用，都和我在学校的学习熏陶有关。最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早

教的亲子探索课有一环宝宝探索发现玩教具的环节，老师观察

宝宝后要和家长用专业角度解释宝宝的行为表现，这个说课环

节都是我的专业理论“学前心理学”，所以此环节可以很自信

的与家长说明宝宝行为表现的原因以及回家后如何引导。

三年的大学生活，我扎扎实实的学习理论知识，加强自己

在“唱舞画弹”等艺术领域的造诣。虽然我毕业了，但学习不

会随着毕业证书而告结束。我的下一段征程也要求我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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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终身学习。

——1807 班毕业生张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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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优秀毕业论文

时间 论文题目 学生信息

2021.6 一日活动中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的

研究

学前教育专业 18-15 班

李汭

2021.6 幼儿恐惧心理的成因分析与策略研究 学前教育专业 18-07 班

郭哲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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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学校获奖情况

（一）山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二）高水平重点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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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X 证书制度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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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个人荣誉及获奖证书

比赛是“试金石”，师生参加各类不同级别的教育教学技

能大赛，并且获得丰富的奖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是对选

学模式的教学改革的充分肯定。

序

号
荣誉名称 获奖人 获奖等级

获奖时

间
颁发部门

1
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公共基础课程组

李乐萍

王俊，杨

帆，刘杰

三等奖 2020 年
山西省教

育厅

2
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高职组专业课程二组

尹琳，张

莉燕，魏

娜，李昕

三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3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个人赛

郭泉秀 一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4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周倩，杨

元，蔄

艺，马蓉

一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5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理论比赛

梁敏 二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6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胡仙鸽，

封小娟
二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7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技能——专业

技能比赛

赵霞 二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8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技能比赛

麻晓平 三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9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理论比赛

马蓉 三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10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书画作品比赛

张雪青 三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11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教育活动与设计指导比赛

冀美丽 三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12
山西省第六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杜江琴 三等奖 2019

山西省教

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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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理论组项目比赛

李艳菊 一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14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组项目比赛

张晓琳 一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15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技能组项目比赛

李馨
二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16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英语口语——英语口语（专

业组）项目比赛

王娇 三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17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理论组项目比赛

张娜娜 三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18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学生组导游服务——英文导游项目

比赛

甄英英 三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19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技能组项目比赛

张娜娜，

李艳
三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20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专业理论组项目比赛

张娜娜 三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21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教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组项目比赛

魏娜 三等奖 2020
山西省教

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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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证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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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获奖证书目录

序

号
奖项名称

奖项等

级
获奖学生

获奖时

间
颁发部门

1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学

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一等奖

左怡

范婧

姜雅智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2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学

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一等奖

陈梓涵，陈雅

婷，安沛垚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3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教

师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书画作品

比赛

一等奖 路文畅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4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二等奖

纪雨欣，张雅

娟，辛欢颖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5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三等奖

章红

杜爱

冯彦晴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6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书画作品

比赛

三等奖 陈瑞君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7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书画作品

比赛

三等奖 张倩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8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项目比赛
三等奖 王佳雨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9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项目比赛
三等奖 史曾艳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10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项目比赛
三等奖 刘冀新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11
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项目比赛
三等奖 高立新 2019 山西省教育厅

12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项目比赛
二等奖

张雅娟，张钰

婕，刘安琪
2020 山西省教育厅

13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英语口语——英语口语（专业组）项

目比赛

三等奖 刘炅昱 2020 山西省教育厅

14
山西省第十四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

生组导游服务——英文导游项目比赛
三等奖 马睿偲 2020 山西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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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证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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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省内外兄弟院校、属地政府及幼儿园推广情况

（一）同类型院校对本成果的肯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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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对成果的评价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对成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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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属地教育部门推广应用及反馈评价



33



34

太原市清徐县教科局对成果的评价

（三）合作单位对本成果的反馈评价

太航幼教集团对成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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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习实训基地对本成果的反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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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育英幼儿园对成果的评价

太原市育才幼儿园对成果的评价

黄河少儿艺术团对成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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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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