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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设计样例 

 

教育目的概述 
 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学前教育基础理论  

主讲老师：      冯莉         

学    校：    榆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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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学前教育基础理论 

授课章节 3.1 教育目的概述 

教学对象 学前教育本科一年级学生 

学时学分 54 学时，3 学分 

先修课程 学前心理学基础理论 

主讲教师 冯莉 联系电话 17719631024 

参赛学校 榆林学院 

二、 学情分析 
学生已知 ①教育的概念 

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③教育的基本规律 

学生未知 ①教育目的的概念与作用 

②教育目的的层次与建立依据 

学生想知 ①教育目的的建立依据 

②教育目的的层级关系 

③我国的教育目的 

学生特点 ①思维较活跃 

②自主学习能力较强 

③学习能力差异性不大 

三、 教学目标设计 

知识目标 ①明白教育目的建立的基本依据 

②了解教育目的的基本取向 

③熟知教育目的的结构与层次 

能力目标 ①能做到举例说明教育目的的特性 

②能讲清楚教育目的、教育目标、领域教育目标、课程目标几者之间的

关系 

素质目标 ①在师生互动中及时给学生以表扬和激励，让学生体会学习的快乐， 树

立学生学好学前教育学的自信心，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②依托课上安排的问题讨论，培养学生思考、总结的能力。 

③通过案例分析部分的讲解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

养学生多元思维和创新精神。 

④通过引入学前教育领域的热点议题，培养学生进行科学探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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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学重难点及处理 
重点 ①教育目的的概念 

②教育目的的作用 

③教育目的的层次 

④教育目的的建立依据 

难点 ①教育目的的作用 

②教育目的的层次 

难点①处 

理方法 

通过举例子-日本平成年代“宽松教育”，让学生明白教育目的是怎样

发挥作用的、有哪些作用。 

难点②处理

方法 

通过图示化的表达方法，将教育目的的层次用可视化的层级关系图呈

现在课件上，并在每一层次上举例说明，以便学生内化吸收，然后教

师提问每一层级目标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最后由学生自己总结画出教育

目的的层级关系图。 

五、教学媒体与资源选择 
知识点 学习目标 媒体资源 使用方式 

教育目的的

概念 

 

掌握 PPT呈现； 

通过举例，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

来阐释教育目的的概念； 

举例-对比 

教育目的的

作用 

理解 通过举例，将日本平成年代的教育

与我国当下的教育进行对比， 

领会教育目的的作用； 

举例-讲解-拓展-思考 

教育目的的

层次 

理解 通过呈现可视化的层级关系图，在

每一层次上举例说明，然后教师提

问每一层级目标的制定者和实施

者，以便学生内化吸收，最后由学

生自己总结画出教育目的的层级关

系图； 

举例-讲解-思考-总结 

教育目的的

建立依据 

理解 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两方面来阐

释，并辅以例子说明，让学生深入

理解教育目的建立的依据。 

举例-讲解-思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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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新点 

（一）教学内

容上的创新 

本课程大胆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的《教育学》以及《学前教育学》

的教学内容，将两者内容整合为四大模块，模块化的学习有利于学生

对知识进行整合。教学内容注重实践知识的整合，将幼儿园实践工作

结合到书本中，实现了各个知识点内容的整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本课中教学内容上凸显了理论与实践案例的结合，通过具体案例的

学习与讨论，使学生进一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对教育思想的吸收

和内化。 

（二）教学方

法上的创新 

在本课程的授课中，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课前，根

据教师在学习通资源上发布的任务进行知识点预习；课中，通过设置

问题情境、案例分析、小组汇报交流讨论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与主动性，并且培养学生表达与合作能力的发展。 

（三）教学手

段上的创新 

通过多媒体教室、网络技术以及学习资源平台的应用，课前、课

中和课后有效结合，整合学生多种知识和技能，激发学习积极主动思

考。通过“学习通”APP 的应用，设置课堂互动、主题讨论、抢答等环

节，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思维“动起来”。让课堂真正“活起

来”。 

七、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考勤 利用学习通 APP 考察学生

出勤情况 

在学习通 APP上面签到 保证学生的到

课率 

课堂导入（8

分钟） 

【复习旧课】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提问】 

【回顾旧课】 

回顾上节课的知识点 

 

 

 

【作答】 

回答《幼儿园教师专业标

通过提问回顾

上节课的内容，

巩固记忆。带着

问题学习，了解

新的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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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习通 APP 的选人功

能（教师选人），提问学生

以下两个问题： 

1.《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的基本理念？ 

2.《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的内容与要求？ 

【引入新课—提问】 

课后已安排预习本节课的

内容，故设计提问导入，利

用学习通 APP 的选人功能

（系统随机选人），提问学

生以下两个问题： 

1. 请学生回答：教育目的

是____？ 

2. 你认为教育目的有什么

作用？ 

准》的基本理念、内容与要

求 

 

 

 

 

 

【讨论】 

讨论什么是教育目的？ 

【作答】 

1.教育目的是国家根据

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

发展的需要及人的发展的

需要，对培养人才质量规格

提出的总的要求。 

2.导向、激励、评价。 

讲授新课 

（一）教育目

的的概念（分

钟） 

【PPT 呈现、讲解】 

1. 讲解本节课的知识框

架。 

 

【聆听、领悟】 

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解，了解

本节课的知识点。 

 

 

 

 

 

通过讲授重难

点，使学生熟知

教育目的的概

念，并能够加以

内化，为后面的

学习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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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目的-广义。 

3.教育目的-狭义。 

 

 

4.讲解社会本位论、个人本

位论、辩证统一论。 

 

 

 

 

 

【举例】 

解释什么是应然教育目的，

用实际生活中的案例举例

说明什么是实然的教育目

的。 

【提问】 

让学生试着举例说明应然

的教育目的与实然的教育

目的。 

 

 

【体会、领悟】 

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解，仔细

体味广义上的教育教育目

的与狭义上的教育目的的

异同。 

【讨论】 

讨论孔德、凯兴斯特纳、卢

梭、马克思、李子洲的教育

观点。 

【作答】 

A-社会本位论 

B-个人本位论 

C-个人本位论 

D-社会本位论 

E-辩证统一论 

【思考】 

思考应然教育目的与实然

教育目的的内涵。 

 

【作答】 

1.应然的教育目的是由

国家政府部门以法定文献

的条文所规定的。 

2.成文的教育目的转化

为教育过程当事人的教育

目的。 

 

【讨论、作答】 

1.抽象性（一般性、非具

 

 

通过举例说明、

讨论、提问、作

答等环节加强

学生对相关概

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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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利用学习通 APP 的抢答功

能让学生回答问题： 

教育目的的特性/特点。 

 

【讲解】 

我国教育目的的表述与演

变： 

1957-1985-1995/2015 

体的） 

2.预期性(理想性） 

【聆听】 

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不

同时期的教育目的 

（二）教育目

的的作用（分

钟） 

【举例】 

通过举例子-日本平成年代

“宽松教育”，让学生明白

教育目的是怎样发挥作用

的、有哪些作用。 

 

 

【提问】 

教育目的有哪些作用？（并

能以辅以实例说明） 

【思考】 

聆听老师讲解，并思考

教育目的发挥着何种作用。 

 

 

 

【作答】 

1.对教育工作具有导向

作用。 

2.对贯彻教育方针具有

激励作用。 

3.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价

的重要标准。 

 

通过举例讲解，

使学生充分理

解教育目的的

作用，最终达到

使学生能够自

己举出生活中

的实例来说明

教育目的的作

用； 

通过进行知识

拓展让学生获

取到更多的教

育观点，以启发

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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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对比、思考】 

将上面教育目的的三

种作用与麦克多纳尔德提

出的教育目的的五种功能

进行对比学习。 

（三）教 育

目的的层次

（分钟） 

 

 

 

 

 

 

 

 

 

 

 

 

 

【PPT 呈现+讲解】 

将教育目的的层次用可

视化的层级关系图呈现出

来。 

 

 

讲解教育目的、教育目

标、学前教育目标、幼儿五

大领域教育目标、各年龄段

幼儿教育目标、课程目标与

活动目标的含义及层级关

系 

【识记、理解】 

1.聆听老师讲解，理解教

育目的、教育目标、学前

教育目标、幼儿五大领域

教育目标、各年龄段幼儿

教育目标、课程目标与活

动目标的含义。 

2.思考教育目的、教育目

标、学前教育目标、幼儿

五大领域教育目标、各年

龄段幼儿教育目标、课程

目标与活动目标的层级

关系。 

 

将知识点以以

图表的方式呈

现给学生，以期

让学生明确教

育目的的层级

关系； 

通过提问学生，

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调动课堂

气氛，让学生更

好地融入到课

堂之中，以提高

学生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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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举例说明，以便学生内化

吸收。 

【互动】 

提问每一层级目标的制

定者和实施者，让学生自己

总结画出教育目的的层级关

系图。 

【讲解】 

我国的教育目的 

 

【提问】 

教育目的、教育目标、课程

目标是不是一回事？三者

的关系？ 

（让学生利用学习通 APP

作答） 

 

 

 

 

 

 

 

【思考、作答】 

 

【聆听、思考、记忆】 

必须熟知我国的教育目的，

了解教育目的的基本取

向。 

【讨论】 

 

【作答】 

教育目的所体现的是

普遍的、总体的、终极的教

育价值。 

教育目标它是教育目

的的下位概念，它所体现的

是不同性质的教育和不同

阶段的教育的价值。 

课程目标教育目标的

下位概念。 

 

 

 

 

 

 

 

 

 

 

 

 

 

在学习通 APP上

作答，可以进行

学生互评，加强

生生互动和师

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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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

目的的建立

依据 

（分钟） 

 

 

 

 

 

 

 

 

 

 

 

 

 

 

 

 

 

 

 

 

 

【讲解】 

教育目的建立的依据 

   1.社会发展的需要 

   2.人的发展需要 

【举例】 

1.生产力水平对教育的制

约。 

2.身心发展规律、学习特点

等对教育的制约。 

【拓展】 

我国学前教育目标建立的

依据。 

1.依据我国的教育目的—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全面

发展） 

2.依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及其需求（和谐发展） 

3.依据幼儿教育的启蒙性

质（保教结合） 

【互动】 

“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

之争 

【案例分析】 

 

【理解】 

了解教育目的建立的依

据来自于社会发展与人的

发展需求。 

【思考】 

1.生产力水平是怎样制

约教育的？ 

2.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是

怎样制约教育的？ 

【体悟】 

体悟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保教结合的内涵。 

 

【讨论】 

 

 

 

 

【交流讨论】 

 

理想的方式：广博+精深 

 

通过举例讲解

教育目的建立

的依据，让学生

思考并回答教

师抛出的问题，

使其深入理解

本部分的知识； 

通过知识拓展

让学生更深入

地体悟全面发

展、和谐发展、

保教结合的内

涵。 

 

 

 

 

 

 

通过案例分析

加强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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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

小结 

（分钟） 

【总结】 

 

要求学生完成绘制本节

课思维导图 

 

【作业布置】 

1.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目的

是如何表述的？其基本精

深是什么？ 

2.案例分析题 

 

 

【开展创意视频比赛】 

让学生们以小组合作的

形式录制关于本节课知识

的创意视频 

【回顾并思考】 

回顾本节课讲了哪些

知识点，并绘制出思维导

图。 

 

 

【完成作业】 

认真思考并完成课后

习题，并将作业提交到学习

通平台。 

 

 

 

 

 

 

【完成视频创作】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录制

关于本节课知识的创意视

频。（时长：10-20分钟） 

 

 

 

 

 

 

总结回顾知识

点，帮助学生梳

理知识脉络，加

深记忆，以期更

好地巩固知识； 

布置作业，启发

学生进一步思

考和探索； 

启动创意视频

比赛，让学生能

够从被动的听

变为主动地讲，

同时提升他们

的表达、总结、

交流与合作等

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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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件设计 

课件设计利用PowerPoint制作，讲述了本节课四个重要知识点，设计了课堂小

组讨论环节，增加师生、生生互动性和课堂趣味性，使学生能够更生动形象的掌握

知识点。 

幻灯片 1:回顾旧课。推出上节课的总括性的一页 PPT，引导学生回忆上节课的

知识点。利用学习通 APP的“选人”的功能让学生回答《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的

基本理念、内容与要求。 

 

 

幻灯片 2:导入新课。因上次课结束后已布置了复习本次课的任务，故设计提问

导入，利用学习通 APP 的选人功能（系统随机选人），提问学生新授课内容。 

 

幻灯片 3:讲解本次新授课的内容。主要是解释教育目的概述这节内容之下有哪

些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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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4：讲解教育目的的概念。包括广义上的教育目的和狭义上的教育目的。

广义的教育目的是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的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

狭义的教育目的是指国家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及人的发展的

需要，对培养人才质量规格提出的总的要求。 

 

幻灯片 5：讲解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辩证统一论。讨论孔德、凯兴斯特

纳、卢梭、马克思、李子洲的教育观点，对他们的教育思想进行归类，哪些人的思

想属于社会本位论？那哪些人的思想属于个人本位论？哪些人的思想属于辩证统

一论？ 

 

幻灯片 6：讲解应然的教育目的和实然的教育目的。解释什么是应然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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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实然的教育目的。让学生们试着举例说明应然的教育目的与实然的教育目

的。 

 

幻灯片 7：我国教育目的的表述与演变。让学生们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

期的教育目的。 

 

幻灯片 8-9：教育目的的作用。通过举例子-日本平成年代“宽松教育”，让学

生明白教育目的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有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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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10-11：教育目的的层次。将教育目的的层次用可视化的层级关系图呈

现出来。讲解教育目的、教育目标、学前教育目标、幼儿领域教育目标、各年龄段

幼儿教育目标、课程目标与活动目标的含义及层级关系。并进行举例说明，以帮助

学生内化吸收。提问学生：教育目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是不是一回事？三者的

关系？ 

 

 

幻灯片 12：教育目的建立的依据。让学生了解教育目的建立的依据来自于社会

发展与人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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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13-14：话题讨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通过话题讨论活

跃课堂气氛，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幻灯片15：知识拓展。通过案例分析、阅读思考、学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多元

思维和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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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16-18：课程小结，发布课后作业，启动创意视频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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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19：展示以往学生们做好的创意视频。 

 

 

九、教学反思 

经过教学创新，课堂气氛比原来更活跃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课堂参与度。随时可以互动的、多元化的课堂受到大多数同学的喜爱。当然，

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在授课结束后，采用与学生座谈的方式和校内同行评价的方式对我们的课

程进行了综合考核，包括对教学方法、教学流程设计、教学媒体的使用、板书情况、

课后作业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通过学生座谈和同行评价，反映出了两

个问题： 

1.知识点有些琐碎。在进行教学改革之后，一部分基础理论知识需要学生在课

前进行自主学习，这需要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控能力，要能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对于刚刚步入大一的学生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困难，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 

2.专业术语的概念有点抽象。学前教育基础理论这门课。现行的学前教育学著

述中，有使用到一些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

借用过来的一些名词术语。这种做法，其建设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使我们了

解学前教育学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启发思维，扩大视野。但是，

这部分学术语言也加深了学习难度，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针对以上问题，已采用如下措施来解决：     

1.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整合教学内容。对那些内容重复的课程，应及时进行

内容整合。按照所课程的目标与性质，划分出教学重点，防止进一步的重复。另一

方面，对“学前教育基础理论”的课程学时及教学内容等进行再次审度与安排，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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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课时安排，目的是更充分地发掘和运用理论中所蕴含的情感价值。 

2.不断转变教学手段，创新教学形式。采用案例教学、研究式教学、讨论交流

等教学方式，可以迅速提升课程教学的有效性。源自实践的案例能够把抽象生涩的

理论知识变得形象易懂。此外，研究讨论也能够让学生们在理论指导下对各教育问

题及教育现象展开理性的思考，有助于加强他们对学科内容及意义的理解。 

3.安排课程见习与教育观察。给学生提供进一步领悟、体味、深化教育理念的

契机。我们借助学生们对真实教学场景的观察，和幼师、儿童进行近距离的沟通与

交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让他们更能体会到幼师职业的趣味，深人领悟到教育工

作者的职责和意义，进而提升学生们学前教育工作价值的认可程度，激发他们的职

业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对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