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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特征，体现为从知识本位到五育融合的教育思想转变，从就业导向

到三位一体的功能定位演变，从并行培育到协同培养的培养路径改变。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学前教育导

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是构建师生平等新型关系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三全育人与五育融合的重要支撑，是

打造高质量学前教育育人体系的基础工程。为此，应当凝聚情感共同体增加群际认同，构建学习共同体

助力全员育人，打造成长共同体推动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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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al feature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the tutorial system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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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knowledge standard to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Intel-
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from the employment orienta-
tion to the Trinity, the change from parallel culture to cooperative culture. In the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the tutorial syste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realize the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it is a basic project 
to build a high-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emotional 
community to increase inter-group identity, build learning community to assist in all-member edu-
cation and create a growth community to promote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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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4 世纪牛津大学新学院确立付薪导师制为始，通过配备教师对学生的学业、品德、生活等方面进

行个别指导的本科生导师制逐渐被公认为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制度[1]。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发轫于

民国时期，重归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 21 世纪初期(具体时间为 2002 年)。历经 40 余年的融汇、蜕

变与新生，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在政策支持、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的不断推动下，已渐趋成为我国高等

教育育人体系的标配。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是指立足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特殊历程和特定需

求，按照角色期望将全体教师按照一定机制与每一名学生匹配，相互关联的师生个体在形成学习社群后，

进行身份认同、结对帮扶、沟通协调、生命成长等活动的人才培养新范式。正确理解学前教育导师制人

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特征与价值结构并系统探索其行动指向，是落实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提升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培养质量的前提基础，也是开启学前教育育人样态变革新赛道、推进学前教育现代化发展新实践

的必然要求。 

2. 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特征 

20 世纪以后的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从出场时的意识变革、话语设计、舆论塑造、体系建

设，到进场时的政策引导、理论演绎、实践摸索，经历了奠基、形成、演变、发展、创新的阶段，其内

涵与外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2.1. 教育思想的转变：从知识本位到五育融合 

传统模式下的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更多的是通过做出一些原则性规定，借助导师制的实

践框架，实现诸如掌握声乐、键盘、舞蹈、绘画、手工与制作等学科的基本技能，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学、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等智育目标，完成知识的传达和接收。新时代以

来，学前教育在历史沿革与教育政策的指引下被赋予了新内涵新标准，民族地区幼儿教师角色定位为教

书育人的从教者，仁而爱人的守护者，本土文化的传承者，基层事务的治理者[2]。尤其是五育融合的提

出和实施，一些新的时代需要和时代问题逐渐涌现。就“时代需要”而言，满足的是稳就业向促发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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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需要、幼有所育向科学保教转变的需要、强保障向优配置转变的需要等；就“时代问题”而言，涵

盖了走向“学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现实性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五育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

“现代化问题”，具体表现为“疏德”“偏智”“弱体”“抑美”“缺劳”[3]。这一系列的时代变化，

迫切需要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模式，坚持德育为先、智育为重、体育为基、美育为要、劳育为本的五育

融合教育新理念，建构结构化“五育体系”。 

2.2. 功能定位的演变：从就业导向到三位一体 

目前，社群性或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导师制模型也逐渐被开发使用，主要承担职业功能与社会功

能[4]。其中职业功能是提高被指导者的职业胜任力，而社会功能则更多实现主体间共同进步。这意味着，

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单一导向的学前教育导师制已不再适应，学前教育导师制需要新的功能定位。 
其一，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应当坚持“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理念超前、富有情怀、艺术见长”

的人才培养理念，围绕师德修养、保教知识、保教能力、育人能力、发展能力五大需求，助力学生全面

发展。其二，推进师生生命平等交往。师生双方应当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以独立人格主体的姿态，形

成平等、包容、对话的氛围，继而做好共建型教育共同体，促进人的主体性建构。其三，实现师生生命

共同进步。师生双方应当在尊重、欣赏彼此独特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创设一种基于无条件智力平等假

设的教学相长、优势互补、共创共乐的教育状态。 

2.3. 培养路径的改变：从并行培育到协同培养 

传统模式下的学前教育导师制，更像是一种通过订立契约或组建网络而建立的外生性组织，典型特

点是“并行培育”。即在肯定学前教育人才培养主体构成之复杂性、互补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以分

工协作理论为指导，关注“导师”与“学生”的互惠均衡，以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和结构性的实体组织，

促进资源的差异性交换与主体间的选择性互动。这种二元分割的关系结构体现出明显的强弱关系的界定，

表现出命令和控制倾向。伴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变革，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强弱关系不再一成不变，

学前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教学差距的弥补、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逐渐摆脱了对流动性临时性教育组

织关系的依赖。比如，学前教研工作坊是利用省内学前教育优质资源提升民族地区教学质量的学习型组

织，是实施教研员、一线教师、专家学者与各级基地合作互动、协同发展的新机制，同时也是学前教育

导师制实施的重要平台[5]。这就意味着，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需要置于动态的社会性关系，

建构以共享、平等、信任、互助、普惠为主题的伙伴类型关系，以此来改变二元对立的设定。 

3. 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价值结构 

价值结构反映了学前教育导师制对所处教育系统和社会环境的主观认知和偏好，得益于自身特殊的

出场机遇和在场机缘，学前教育导师制涌动着凝聚、保障、赋能、发展的价值样式。 

3.1. 环境营造：构建师生平等新型关系 

在师生群体素质整体提升和教育教学文化变迁的双重作用下，学前教育专业师生关系逐渐打破了传

统范式下“利益”“支配”“博弈”等刻板印象，融入了对新型师生关系的期许与追寻，增加了一种归

置于公共关系视野中的坦诚相待、信任支持的亲密关系。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了专制功

利型、民主权威型、放养放任型等师生关系类型的角色模式设定，勾画了新型师生关系的整体图景，描

述了基于人际交往行为理论的新型师生关系重要特征，“自由结对”“平等对话”“合作伙伴”“教学

相长”等构成了相关实践活动的主题标签。在这种育人模式下，学生不用背负沉重的伦理责任，不再约

束于充满规训的教育生活，而导师也无需追求表面的和谐，拘泥于僵硬的学科育人意识。彼此之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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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自的角色定位与分工，摆脱充满禁忌与边界的畸形场域，提供长线式的陪伴关怀。 

3.2. 责任担当：实现三全育人与五育融合 

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学前教育职业体系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职业分工。课程教师、辅导员、论

文指导教师、实习教师以其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负责自己擅长的领域，使得学前教育育人工作渐趋

专业化。这种教育分工看似正常且合理，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如充斥着复杂的教育关系，可能会导致

学生丧失学习意义感与获得感，失去持续成长的机会；较为僵硬的角色分工，可能使教师受到固定化教

育工作的羁绊，困于分管领域知识传输的工具性传达。 
面对困局，又该如何破局？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给出了一种现实可能的解决路径。它将学

前教育人才培养过程视为彼此关联的教育环节，对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角色定位做了合法合理合

规的延展，提倡全体任课教师在固定、确定、长期、自由的组织关联下，立足课堂内外、网络上下、就

业前后的全过程全方位，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自由自在、随时随地的学习支持环境；此外，基

于关联思维和整体思维，其往往采取积极的行动塑造灵魂、塑造生命，捕捉每一名学生生命的灵动，给

予学生在道德品质、知识技能、体能训练、审美能力、劳动素养等方面的有效引导和适当干预，这便为

三全育人与五育融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3.3. 目标构想：打造高质量学前教育育人体系 

《“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文件的出台，为高质量

学前教育育人体系实施指出了方向，呼吁学前教育育人体系主动适应学前教育事业变化，加快推进育人

方式改革，培养复合型幼教人才，缩小差距促进学前教育公平。作为一种育人体系，学前教育导师制下

的教师不仅是“教师”到“导师”的角色演变，更深层的是个体教师需要穿插并打通专业教学、思政教

育、社会实践、见习实习、生活服务、终身发展等各个育人环节，提供发展指导、思想引导、学习辅导、

心理疏导、生活指导和成长向导的教育服务；此外，针对具有特定发展需求的学生，还允许导师发挥联

动作用，与各方面育人主体力量共同提供辅导。这一跨度看似微妙，实则指向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专

业建设的联合推进，群际差异的有效消除。 

4. 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行动指向 

协同理论是一种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理论，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物理

学家斯图加特大学哈肯教授的《协同学导论》书中提出，他认为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都由多种子系统构

成，子系统相互影响合作，形成协同效应[6]。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以协同育人理论为指

导，将“三全育人”贯穿其中，形成一体化育人合力。以协同理论观照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

其可以理解为师生在共同愿景与共识价值的团体情境中，通过有效交往而促进共同成长的学习组织[7]。
它的实施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需要统筹推进文化表征与情感凝聚、知识传授与深度交互、生命成长与

自我实现等一体化改革与发展，建构师生学习共同体。 

4.1. 凝聚情感共同体：增加群际认同 

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融合是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凝聚群体理性、推动事项关联互动、走向共

建共享的基础条件，其中情感互动、文化认同以及组织联结是主体性与公共性融合的客观映像。为此，

一要营造亲密人际关系。突出师生间人际关系的建立、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满足、精神文化的共鸣、群体

情绪的共振等社会性发展，以平等关系、共同参与和开放共享，形成一种支持性社群；二要加强专业信

仰教育。既要从自身做起，细读深耕学前教育相关原著，忠诚学前教育的教育事业，运用话题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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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讲座与竞答、影视作品观看与学习、演讲比赛等形式，提升专业学习的共同归属感[8]；也要鼓励学

生参与课程的资源开发、教学设计、实践参与、课程改革等育人全环节，涵养以幼儿为本、做幼儿健康

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等学前教育文化，最终将“服务幼儿园教育事业、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确立为个

体信仰。三要推进制度规范建设。以共同需要与利益为基础，以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为导向，

完善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建立长期有效、共生互补的工作机制，形成共同遵守的

规范制度，保障导师制运作的公平合理。 

4.2. 构建学习共同体：助力全员育人 

教育本身就是教学相长的过程，从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到柏拉图与弟子漫步讨论，都昭示着教育的

这种本真含义。尤其是在数字教育背景下，学习合作者的因素正在持续增长，学生与教师的互补性更加

鲜明。因此，需要促进师生之间相互支持和合作。一要畅通师生之间的交流渠道，可利用线上交流、课

下研讨等渠道，掌握学生的所需所求，设定供需对称的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发挥导师的传帮带作用，

适时与学生进行学习内容上的交流，学习策略上的指导，学习资源的分享，学习路径上的扩展，实现差

异化教学和因材施教；二要建设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的合作学习环境。以项目式、活动式、

任务式、研修式等学习方式，组建研修团队、课题小组、项目小队，开展诸如分析教材、编写教案、学

科教研、实地调研、课题研究等不同层面的学习活动；三要逐步实现捆绑式考核评价，如建立“师生共

同学习记录袋”，通过评价反馈总结凝练师生学习共同体学习和研究成果，实现共同成长。 

4.3. 打造成长共同体：推动全面发展 

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是一种思维碰撞与知识创新的协作学习模式，它更是一种唤醒人

格心灵的育人方式，要求师生间实现精神和心灵的碰撞，情感、思想和智慧的交融。由此，一要加强学

生的思政教育。以培育高素养幼儿教师为使命，提炼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承载的德育功能，落

实立德树人基本任务，强化主旋律思想引领。二要注重学生的职业发展。结合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用人需求以及就业情况，依托国家学前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新成果以及一线幼教教师鲜活经验，帮助学

生分析就业形势、就业前景，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搭建就业创业交流平台，及

时回应学生在就业创业方面存在的难题，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定位。三要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

积极接受、容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话语体系，联系学前教育的专业特色以及自身的工作生活经验，关

注相关的网络舆情、价值形态的走向，为学生构筑精神成长的家园。 

4.4. 试行成效 

以试行本人才培养模式的 A 校学前教育专业为例，经过近些年的导师制实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具

备良好的心理健康素养，展现出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较高，科研能力持续

提高，详见表 1。 
 

Table 1.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School A have won awards in the past 3 years 
表 1. A 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近 3 年获奖情况 

年份 获奖等级 获奖人数 

2021 年 

国家级 3 

省级 3 

校级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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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22 年 

国家级 5 

省级 6 

校级 22 

2023 年 

国家级 2 

省级 22 

校级 12 

 
同时，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就业创业能力也不断增强。从毕业去向不难看出，学生对本专业职业认

同有所提升，除企业单位就业人数增多外，事业单位就业人数也明显增多，详见表 2。 
 

Table 2. The employment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School A in the past 3 years 
表 2. A 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近 3 年就业情况 

年度 人数 未落实 升学 基层就业 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 高等教育单位 其他事业单位 入伍 创业 自由就业 

2021 132 10 8 5 7 14 1 77 2 1 7 

2022 206 10 5 5 2 99 2 82 1 0 0 

2023 191 9 3 5 2 69 1 102 0 0 0 

5. 结语 

由是观之，学前教育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倡导教育关系和谐、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并能够驱动

学前教育革新的现代教育模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鼓励解放知性、尊重个性差异，引导师生从传

统教育观念、师生关系、育人范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主体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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