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早期教育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应对象

1. 专业名称

早期教育（专业代码：670101k）。

2. 适应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为更好的检验学生的专业水平、实现我院早期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更有针

对性践行国家提出的早期教育专业学生应善保育，强化保教融合、才艺兼备的培

养要求与增强学生学习与反思的能力。

三、考核内容

根据真实的工作岗位情境，借鉴国外相关标准，我院高职早期教育专业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的内容分为语言沟通与交流技能、艺术表现与欣赏技能、保育技

能和教育技能四大类，四个模块采用部分必考与部分选考相结合，如下图。

模块一 语言沟通与交流技能

此模块主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是否掌握基本的表达与

沟通技能以及运用此项技能对婴幼儿进行保育和教育，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语

言沟通与交流技能主要包括婴幼儿阅读指导与故事表演技能，可以细分为示范朗

读、图画书的示范朗读、婴幼儿童话的示范朗读、故事表演、婴幼儿戏剧表演六

个项目。



1-1 婴幼儿阅读指导

1-1-1 儿歌的示范朗读

基本要求：语音基本规范，无明显方言语调；掌握节奏的划分和感情的表现；

朗读中注意摇篮曲、游戏歌、数数歌、问答歌、连锁调、拗口令、颠倒歌、字头

歌、谜语歌等儿歌种类的不同而采用相应的朗读技巧；能针对古体诗、现代诗等

诗体裁的不同而采用相应的朗读技巧；能加入手指等律动，面部表情生动。

1-1-2 图画书的示范朗读

基本要求：能有选择性地讲述图画部分；能正确处理文字部分的朗读和述说；

针对不同风格婴幼儿图画故事，灵活调整讲读侧重点。用抑扬的语气、重音、感

情来表达图画书的主题，心中要有婴幼儿； 根据角色能采用相对应的语气来表

达。

1-2 婴幼儿故事表演

1-2-1 故事表演

基本要求：语言标准规范，语调抑扬顿挫，语速与婴幼儿年龄特征相适应；

情节完整，声情并茂，对故事中角色模仿有层次、有区分；肢体语言运用恰当，

有助于婴幼儿理解故事内容；能够结合故事内容提出富有启发性问题，促进婴幼

儿思维和语言发展。

1-2-2 婴幼儿戏剧表演

基本要求：能使用婴幼儿戏剧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表演技巧；旁白、独白、

对白、画外音等表演技巧的呈现；能体现婴幼儿戏剧舞台表演的节奏；能体现舞

台表演合作。

模块二 艺术欣赏与表现技能

此模块主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正确的婴幼儿美育观；是否掌握基本的艺术技

能以及运用艺术技能对婴幼儿进行保育和教育。包括手工与玩教具制作、绘画、

文字书写；婴幼儿舞蹈表演与创编、婴幼儿歌曲演唱和创编。

2-1 美术

2-1-1 手工与玩教具制作

基本要求：

(1)纸类手工制作基本要求



熟练纸类材料的特性，根据不同纸类材料运用剪、折、撕、粘等不同的制作

技能。能对应不同的制作技能进行设计，针对不同质地的纸张能运用有效方法，

创造出各具特色的纸类手工作品。

(2)布类手工制作基本要求

具备布艺手工艺的基本技巧，能将不同质地的布类选用不同针法进行缝合，

能主观搭配色彩和式样，使整个布类手工制作美观细致，能把平面刺绣和立体缝

合的基本方法结合运用，创作出制作精美富有创意的布类手工作品。

(3)泥类手工制作基本要求

能灵活运用拉、蹉、粘、按、连接等基本泥塑制作方法。能对于平面和立体

的泥塑制作进行不同处理，对于不同颜色和质地的泥类能运用不同制作法体现其

特殊效果，创造出具有趣味性的泥类手工作品。

(4)自然物材料手工制作基本要求

善于观察大自然产物的造型美、颜色美。根据不同的材料运用剪、粘贴、拼

合、插接、绘制等不同的制作技能，创作出富有趣味性的组合造型或画面。

(5)综合材料手工制作基本要求

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材料美，能综合利用各种不同材料的质地、色彩、肌理，

经过拆、剪、刻、粘、缝、卷、插接等基本造型手法，创造出制作精美富有创意

的综合材料手工作品。

2-1-2 绘画

基本要求：

儿童色彩画创作基本要求

具备调色与涂色、配色与表现、用色技法与技巧等能力，具备良好的色彩感

受和临摹与创作能力。善于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进行创作，色彩运用

得当。作品切合主题。

2-1-3 文字书写

基本要求：

粉笔楷书技法基本要求

掌握正确的书写方法，熟练掌握粉笔材料、板书布局美观，笔画书写到位，

偏旁部首合理，字形结构准确协调。

模块三 保育技能

1. 保育技能的总体要求：正确认识早教园保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形成正确



的职业定位，具备正确的儿童观 、健康观、保育观；了解早教园卫生保健任务、

目标、内容与实施途径；掌握婴幼儿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婴

幼儿主要生活环节保育的操作规范与流程；掌握早教园常规安全教育与意外事故

急救常识；掌握婴幼儿营养需求和早期托育机构膳食管理；掌握婴幼儿常见疾病、

传染病和一般心理问题的预防与治疗；能够协助婴幼儿教师制定班级常规、创设

生活环境并协助教师做好教育活动中的保育工作；能够指导婴幼儿掌握生活技能；

能够提高宣传婴幼儿卫生保健知识的能力。

保育技能主要包括生活环节保育、教育活动中的保育、早教园安全工作、婴

幼儿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理、婴幼儿饮食安排。

3-1 一日生活环节保育

基本要求：掌握日常生活的保育要求，能用正确的态度和保育方法帮助婴幼

儿建立一日生活常规并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具备初步的生活环境创设能力，能够

在生活环节中对婴幼儿进行初步观察以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保育措施和方法。

3-2 教育活动中的保育

基本要求：能引导婴幼儿上厕所、喝水做好活动前准备工作；协助教师摆放

教具；在活动中对个别婴幼儿进行照料；协助教师进行活动后整理；协助教师布

置游戏环境；协助教师摆放游戏材料；引导婴幼儿进行游戏；协助教师整理玩具。

3-3 安全卫生制度的建立

3-3-1 早教园安全工作

基本要求：了解早期托育机构常见意外事故发生的原因，做好安全防治工作，

针对早教园意外事故能进行有效的处理。并掌握几种现场救护的急救术。

3-3-2 婴幼儿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理

基本要求：能就婴幼儿在园的身体状况、异常表现有针对性的进行婴幼儿常

见疾病及常见传染病病情的诊断。掌握婴幼儿常见疾病和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及护

理的操作。

3-3-3 婴幼儿的饮食

基本要求：了解婴幼儿基本营养学知识，掌握不同的营养物质的生理功能及

过多或缺乏对婴幼儿身体健康的影响。掌握婴幼儿的正确喂养，食物的选择和膳

食安排。



模块四 教育技能

1. 教育技能主要考核学生是否具备正确的教育观、儿童观；是否具备教育

教学的相关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总而言之，考核学生正确教育理念指引下

教育教学知识的运用能力。包括教育活动计划制定与实施技能、游戏设计与指导

技能、沟通与合作技能。其中教育活动计划制定与实施技能又包括一日生活方案

的制定、具体教学活动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说课、教学活动的观察、记录与反思；

游戏活动设计与指导包括游戏区域的设计、游戏的指导策略、游戏的观察、记录

与反思；沟通与合作技能包括与成人的沟通与合作、与婴幼儿的沟通与合作、与

社区的沟通与合作。

4-1 教育活动计划与实施

4-1-1 一日生活方案的制定

基本要求：（1）突出《0-3 教养方案》精神 《0-3 教养方案》是早教工作

的纲领性文件，学生应领会其精神，在一日生活方案中体现出文件的精神精髓，

科学合理安排一日活动。（2）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 婴幼儿是一日生活方案实

施的主体，因此，制定的一日生活方案应考虑不同年龄段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同

一年龄段婴幼儿在身心发展方面的个别差异，在活动内容的选择、活动类型、活

动组织形式、活动空间、时间的安排上科学合理。（3）具有可操作性 制定的一

日生活方案必须考虑早教园的具体实际情况，如园所的地理位置、师资条件、课

程模式、硬件设施以及当时的季节特点等。计划重点突出，实施要求、步骤清晰。

4-1-2 具体教学计划的制定

基本要求：（1）突出《0-3 教养方案》精神。《0-3 教养方案》是早教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学生应领会其精神，在教育活动方案设计中体现出文件的精神精髓，

科学合理设计早教园的教育活动。（2）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 婴幼儿是教育活

动方案实施的主体，因此，制定的早教园教育活动方案应考虑不同年龄段婴幼儿

的年龄特点、同一年龄段婴幼儿在身心发展方面的个别差异，在活动内容的选择、

活动类型、活动组织形式、活动空间、时间的安排上科学合理。（3）具有可操作

性 制定的教育活动方案必须考虑早教园的具体实际情况，如园所的地理位置、

师资条件、课程模式、硬件设施以及当时的季节特点等。计划重点突出，实施要

求、步骤清晰。

4-1-3 具体教学活动组织与实施

基本要求：（1）突出《0-3 教养方案》精神。《0-3 教养方案》是早教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学生应领会其精神，在教育活动方案实施中体现出文件的精神精髓，

科学合理实施早教园的教育活动。（2）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 婴幼儿是教育活

动方案实施的主体，因此，早教园教育活动的实施应考虑不同年龄段婴幼儿的年

龄特点、同一年龄段婴幼儿在身心发展方面的个别差异，在活动内容的选择、活

动类型、活动组织形式、活动空间、时间的安排上科学合理。（3）具有可操作性

教育活动的实施必须考虑早教园的具体实际情况，如园所的地理位置、师资条件、

课程模式、硬件设施以及当时的季节特点等。计划重点突出，实施要求、步骤清

晰。

4-1-4 说课

基本要求：（1）说理精辟，突出理论性。说课不是宣讲教案，也不是浓缩课

堂教学过程。说课的核心在于说理，说清楚“为什么这样教”。同时，说课侧重

点在“说”，要思路清晰，表达流畅。（2）客观真实，具有可操作性。说课的对

象是同行和专家，说课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说课者理清思路，完善教学设计，因此，

说课的内容必须要真实地反映自己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生搬硬套

教育教学理论。说课的每一环节必须在实际教学中行得通，而不是为了说课而说

课，纸上谈兵。（3）要重点突出。说课可以针对某一节课的内容进行，也可以围

绕某一单元、某一章节展开，同时可以就某一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某一

概念的确定和引出进行阐述。但不管是说什么，都必须做到说课主次分明，重点

突出，特色鲜明。

4-1-5 教学活动观察、记录与反思

基本要求：（1）突出《0-3 教养方案》精神。《0-3 教养方案》是早教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学生应领会其精神，在教育活动的观察、记录中体现出文件的精神

精髓，科学合理评价、反思早教园的教育活动。（2）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 婴

幼儿是教育活动方案实施的主体，因此，早教园教育活动的评价应考虑不同年龄

段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同一年龄段婴幼儿在身心发展方面的个别差异，对活动内

容的选择、活动类型、活动组织形式、活动空间、时间的安排上进行科学评价。

4-2 游戏设计与指导

4-2-1 游戏观察与记录

基本要求: 能够对婴幼儿游戏进行观察和记录;能够根据观察和记录对婴幼

儿的游戏进行分析和评价;能科学合理的制定婴幼儿游戏的指导方案。

4-2-2 游戏活动评价与分析的技能



基本要求:能够对婴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以及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价;能够针

对不同的年龄的婴幼儿采用正确的评价方式。

4-3 沟通与合作

4-3-1 与婴幼儿沟通

基本要求：使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的语言进行保教工作，善于倾听，和蔼

可亲，与婴幼儿进行有效沟通；

4-3-2 与成人沟通

基本要求：与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发展；与家长进行有效

沟通合作，共同促进婴幼儿发展。

四、评价标准

根据真实的工作岗位情境，参照我国《0-3 教养指南》，从保育技能、教育技

能、语言沟通与交流技能、艺术表现与欣赏技能三大模块，逐块进行考核，并分

项进行评价。具体参见题库。

五、抽查方式

根据专业技能要求，本专业技能抽查设计了语言沟通与交流技能、艺术表现

与欣赏技能、保育技能和教育技能四个模块，每个模块下设若干操作试题。抽查

时，要求考生能按考题规定的操作规范独立完成，能体现符合未来早期教育岗位

需求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在四个模块中，模块三和模块四考核岗位核心技能，

两个模块必抽一道试题。模块一和模块二考核专业技能技能，两个模块中选一个

模块抽取一套题，组成一套试卷。按照每个题目的考核方式进行考核。以抽签的

方式确定其考核顺序，前一名考生考核期间，可以安排 1—3名考生抽题准备。

考核时间 90 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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