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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申报书

项目名称：游戏化与小才艺——高职学前教育

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之行动研究

主持人： 康逢秦

所在学校：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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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认可所

填写的《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书》（以下简

称为《申报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申报书》

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课题申请如

获准立项，在研究工作中，接受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

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研

究过程真实，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

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

研究成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的声誉和公信力，不以项目名义谋取不当利益。

3.遵守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有关管理规定

以及广东省财务规章制度。

4.凡因项目内容、成果或研究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

费使用问题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员承担。

5.项目立项未获得资助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

经费时，同意承担项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究任务。

6.不属于以下情况之一：（1）申报项目为与教改无关的教育教

学理论研究项目；（2）申报的项目已获同一级别省级教育科学研究

项目立项；（3）本人主持的省高职教改项目尚未结题。

7.同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

布、使用、宣传《项目申请·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果。

项目主持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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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游戏化与小才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之行动研究

项目主持

人身份1

□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青年教师

□一线教学管理人员 普通教师 □其他人员

起止年月2 2022.1-2024.1

项

目

主

持

人

姓名 康逢秦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9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无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硕士/中国

所在学校
学校名称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516131

电话 18122159586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莲花塘岗村学院路 1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20.9-2021.1 学前心理学
学前专业

大一年级
108 广州珠江职业

技术学院

2021.3-2021.7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

大二年级
72 广州珠江职业

技术学院

2021.3-2021.7
幼儿园教育活

动设计与指导

学前教育

大三年级
108 广州珠江职业

技术学院

2021.9-2022.1
幼儿教师口语

表达与沟通

学前教育

大三年级
216 广州珠江职业

技术学院

与项目有

关的研究

与实践基

础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2012.10 对中学生人际关系的实证研究 QJZ1250013
海南省教育厅十

二五规划重点

2008.12 高职学生的心理状态与心理建设 HJ2008-128
海南省高等学校

科研项目

2006.2 家庭教育与中小学生发展 QJE11505
海南省教育厅十

一五规划重点

2005.11 公民社会的公、民办教育 HJ200588
海南省高等学校

科研项目

项

目

组

成

员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6 1 3 2 0 0 2 1

主要成员3

（不含主

持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付颖 女 1986.01 中级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编导组

张莉 女 1989.10 中级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主持组

朱兰珍 女 1988.10 中级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学具组

单佩珠 女 1993.11 初级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玩家组

李筱鹭 女 1994.05 初级待评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通联

1 项目主持人如为青年教师或一线教学管理人员或普通教师，应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组成员也应符合相

关要求。如没有提供，审核不通过。
2 项目研究与实践期为 2-3年，开始时间为 2022年 1月。
3 项目组成员，来自于本校的成员，不得超过 8人（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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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含项目意义、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等，限 3000 字以内4

1、千年共识：幼儿园课程的游戏化

纵观世界学前教育史，从中国虞舜时期的“庠”到裴斯泰洛齐（1748-1827）

的斯坦兹孤儿院，从福禄贝尔（1782-1852）的第一所现代幼儿园到蒙台梭利

（1870-1952）的“儿童之家”，从陈鹤琴（1892-1982）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到如今

遍布中华大地的普惠幼儿园，学前教育的办学实践绵延数千年之久。

从中国战国（前 475-前 221）教育名著《学记》到颜之推（531-595）的《严

氏家训》，从夸美纽斯（1592-1670）的《母语学校》到卢梭（1712-1778）的《爱

弥儿》，从皮亚杰（1896-1980）的《儿童心理学》到世界《儿童权力宣言》（1959）

和世界《儿童权利公约》（1989），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2001）和《3-6 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2）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2020），人

们的儿童观从歪曲到科学，曲折艰难，历经 2500 年之久。

从柏拉图（前 427-前 347）关注儿童游戏到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主张

教育遵循自然，从昆体良（35-95）论述早期教育到王守仁（1472-1528）提出自然

教育论，从洛克（1632-1704）的白板说到杜威（1859-1952）的儿童中心论，从蔡

元培（1868-1940）的“尚自然”“展个性”到陶行知（1891-1946）的生活教育理

论，从马卡连柯（1888-1939）的儿童游戏理论到享誉世界的中国安吉课程游戏化

模式，人们对学前教育的探讨，从未止步。

在新世纪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社会已就学前教育达成许多共识，如：

——科学的儿童观：儿童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儿童期具有独特的价值；儿

童具有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儿童具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学前教育四原则：生活化和一日生活整体性；教育的活动性和直观性；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

在关于学前教育的诸多共识中，关于幼儿游戏的共识是纲：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游戏教学法是幼儿教育的最佳方法；

——教育教学游戏化是幼儿教师专业技术的标志。

纲举则目张，落实千年共识的关键在“游戏”和“游戏化”。围绕“游戏化”

命题，幼儿教师必须确定以下几个理念，并熟悉其技能：

——课程的游戏化与游戏的课程化

课程的游戏化是指幼儿教师要把幼儿课程转化成幼儿游戏，寓教于乐，不能像

小学课堂那样讲授（学科知识）或强化训练；游戏的课程化是指幼儿教师要挖掘蕴

藏在幼儿游戏里的教育资源和意义，把它们转化为幼儿课程，以实现教育教学目的。

——生活的游戏化与游戏的生活化

生活的游戏化是指幼儿教师要从幼儿的生活情境中取材，创编幼儿游戏，生成

幼儿课程，不要把教学和生活割裂开来；游戏的生活化是指幼儿教师要从幼儿游戏

4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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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挖掘生活的元素，让幼儿从游戏中获得生活的联结和灵感，避免游戏与生活经验

两张皮的现象。

——一日活动统一于游戏

关于幼儿园一日活动，通行包括生活活动、教学活动和游戏活动三大块。但这

并不是说，生活活动和教学活动与游戏无关，相反，三大活动都要游戏化，只是游

戏的形式和内容有别，目标和结构程度各有侧重而已。统一于游戏是指生活类游戏、

教学类游戏、玩耍类游戏交替进行，有张有弛，静动结合。

——五大领域统一于游戏

五大领域统一于游戏可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五大领域的课程都要游戏化，要

用游戏化的形式展示教育内容，达到教育目标；二是有些游戏可能兼具几个领域的

内容，可以同时实现几个领域的目标；三是同一个游戏通过主题转换、情节延展，

可以分别实现不同领域的目标。

2、方兴未艾：关于幼儿游戏的二十年研究综述

幼儿游戏一直是学前教育界关注的话题，2001 年，教育部发布《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2012 年，教育部发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4 年，江苏

省率先推进幼儿园课程游戏化项目（安吉模式），2018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

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2020 年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

教育法草案》，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全国掀起了旨在落实《纲要》和《指南》精

神的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改革浪潮。

学者许铁梅和丁颖对 2000-2019 年二十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幼儿游戏”

的 477 篇文献进行了计量和可视化分析，认为新世纪以来，对“幼儿游戏”的研究

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2009 年为平稳发展期，研究的热点为“游戏类型”和“民

间游戏”；2010-2014 年为深化期，研究的热点为“园本课程”和“游戏精神”；

2015-2019 年为创新期，研究的热点为“幼儿发展”“户外游戏”“课程游戏化”“自

主学习”“游戏行为”“深度学习”等等。

本课题申请人通读了知网期刊近期发表的 36 篇关于幼儿游戏的论文，发现幼

儿园一线的教师对教学游戏化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的研究

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幼儿游戏本身的研究。如，游戏的教育价值，幼儿游

戏的变迁，玩具对游戏品质的影响。二类是对游戏中的师、幼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

如，教师的角色、不同年龄段幼儿游戏、同伴冲突等。三类是从家长和社会层面研

究课程游戏化。如，家长对幼儿游戏的认知现状、“小学化”对课程游戏化改革的

影响。

幼儿园教学游戏化改革的实施，伴随着去“小学化”的过程。正如，研究者张

景中老师所言：“幼儿园确实存在办学过程中的小学化倾向，我们要认识到，克服

这个缺点一时半会不可能完成，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充满困难和艰辛的过程。对外，

幼儿园要克服来自社会观念和家长认识的痼疾；对内，幼儿园要不断提升教师业务

素养，坚持教学游戏化实践。”

3、喜忧参半：高职学前专业教育与一线幼儿园实践的结构性矛盾

学者蔡静对高职学前专业做了 SWOT 分析。认为高职学前专业的内部优势（S）

有二：一是本地生源符合当地用人单位需求，一是生源有一定的技能基础；内部劣

势（W）有二：学历较低和学力较薄弱；外部机会（O） 有二：一是国家政策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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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学前专任教师缺口大；外部威胁（T）有二：一是来自本科院校的竞争，一是

社会对高职学生的偏见。经矩阵分析，得出结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思路

应为：“合格+特长”，即，弱势项合格，强势项特长。

但本课题组发现，在高职办学实践中，许多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没有明显特色，

毕业生没有技能名片，竞争力不足；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缺少针对性、前瞻性、开

放性和内在统一性；课程庞杂，课程之间交叉现象严重，在深度和高度上都缺少整

合；学科化倾向严重，技能型课程不足；课程与学分的匹配不科学不合理。面对幼

儿园一线如火如荼的课程游戏化改革，高职学前专业教育不仅在人才培养上落后于

幼儿教育实践，而且在研究“幼儿游戏”的文献中，来自高职院校的研究也极少，

偶尔读到探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游戏指导”课程的教改论文，也是质量平平。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的师生从应试教育和学科教学的积习中一路走来，对幼儿教

育游戏化的理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会做，也不愿深究，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

的心态，没有意识到游戏化是学前教育从业者之所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标志，与

幼儿的实际需要存在结构性矛盾。在职业期待上，高职教育打造的是持证上岗的“教

师”，但幼儿期待的却是带他们做游戏的“孩子王”；在职业能力上，高职培养的是

会“教”、会“备课”“上课”，而幼儿园改革的方向是会“玩”、会主持和编导幼儿

游戏；在学习方式上，高职基本沿用教师、课堂、教材三本位的接受性学习，而幼

儿园采用的是幼儿、游戏、生活三本位的发现性学习；在专业学习的结果上，高职

学生以满脑子学前教育专业的知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毕业，但两手空空，

缺少一接触幼儿就迅速建立信任，并与幼儿打成一片的技能和魅力。

4、技能为王：“大才艺”与“小才艺”

对幼儿教师的技能，主流的要求是：会唱歌、会跳舞、会画画、会弹钢琴、会

讲故事等，合称“五项技能”，而且已经纳入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试了，在业内外似

乎也成一个常识了。但本课题将就其提出如下质疑：

首先，幼儿园教育活动有五大领域，艺术领域占去“五项技能”中的四项，语

言领域占去一项，那么，健康、科学和社会三领域怎么办？它们不需要技能吗？其

次，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能力属于特殊能力，受天赋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不宜

要求人人具备，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幼儿教师不一定非要自己会唱歌、会弹

钢琴，完全可以使用网络资源，播放音频或视频，以达到创设环境和支持教学的目

的。其三，这五项技能都似乎是用来准备“教”与“学”的，而不是用来陪幼儿“游”

与“戏”的，将不可避免地预带（或预示或预设）着一个倾向：“小学化”。

可见，就五大领域而言，目前的五项技能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就五育并举而言，

五项技能是不全面；就教育效果的预期而言，不利于去小学化和幼儿课程游戏化。

学前教育的理念、原则、内容和方法等，在当今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需要重新规划和定位。

本课题拟就幼儿教师技能提出一个新概念：“小才艺”。为了方便论述，本课题

把以往的“五项技能”，称为“大才艺”。“小才艺”包括：幼儿游戏玩家技能、幼

儿游戏主持技能、幼儿游戏编导技能和幼儿学具演示技能等四项。“小才艺”区别

于“大才艺”的几个要点是：“小才艺”所定义的技能是“游戏”导向的，是关于

“玩”的技能，是人人一学就会的技能，是基于幼儿课程游戏化和去小学化的理念

的技能，是涵盖五大领域游戏化的技能，是五育并举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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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方案

1.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限 500 字）

本课题旨在以“幼儿课程游戏化和幼儿教师小才艺培养”为切入点，推动高

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全面改革，将涉及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理念、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改革、师资团建等各个方面。

本课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如，对标学前教育一线幼儿园和幼儿企业的

人才需求；对标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方向、趋势和难题；对标幼儿玩具市场及企业

的新产品；对标国家关于学前教育的最新政策及标准；对标国家关于高职教育的

最新导向；对标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的最新成果；对标社会流行的

成熟先进的幼儿操作性课程；对标高职学生的一般特点和学校办学实际；对标学

前教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等等。

2. 研究与实践内容（限 1000 字）

幼师小才艺之幼儿游戏玩家技能培养（或行动）

——幼儿教师要熟悉许多玩具和游戏的玩法，而且要在某些项目上做到身怀

“绝活儿”，真正成为幼儿心目中的“王”，如，魔术大师、呼啦圈高手、跳绳英

雄、风筝王、猜谜大王等等。

实践内容举例：魔方/魔尺、魔术、孔明锁/鲁班锁、彩虹塔、七巧板、九连

环、九宫格、踢毽子、滚铁环、呼啦圈、翻花绳、跳绳、陀螺、风筝、纸飞机、

棋类、手指操、手语、猜谜。

幼师小才艺之幼儿游戏主持技能培养（或行动）

——幼儿教师能够用二级甲等以上的普通话水平，热情地流畅地随机应变地

主持 20-30 个幼儿参加的集体少儿游戏，并自始至终关照全班幼儿的表现，确保

师幼互动及时有效适宜。

实践内容举例：集体游戏主持、亲子活动主持、家长会议主持、教育讲座主

持、晚会主持、户外活动主持、DIY 活动主持。

幼师小才艺之幼儿游戏编导技能培养（或行动）

——幼儿教师要具备选择、鉴别、收集、整理和改编幼儿游戏，并使之课程

化的能力；要具备把教学目标转化、改编成幼儿集体游戏剧本的能力；还要具备

创编和排练幼儿集体游戏和节目的技能。

实践内容举例：健康/社会/科学/语言/艺术领域游戏剧本、节日/生日/亲子/

户外主题活动剧本、家长会议议程、六一/元旦文艺晚会议程.

幼师小才艺之幼儿学具演示技能培养（或行动）

——幼儿教师要掌握一些成体系的训练或矫正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教育技

术。如，感统技术、体能练习等。

实践内容举例：手指操、感统技术、体能技术、注意力学具、机器人、生理

化心实验与制作、蒙台梭利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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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限 500 字）

本课题设计论证阶段主要采用文献法和调查法，课题教学改革与实践阶段将

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由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任教师组成课题组，带领学前教育专

业的学生边行动，边研究；边研究，边行动，教学过程与研究过程相统一。依据

课题假设，拟设四个行动组，各组接收行动任务后，各自完成计划、执行、检查、

总结、成果展示、社区应用服务等一系列环节。课题组按照总体行动部署，最终

完成总计划，拿出总成果。

玩家行动组：各种玩具和游戏的玩法，达到自己玩得熟练，且技术高超。

主持行动组：普通话二甲以上，主持 20-30 人的集体游戏和晚会、活动等。

编导行动组：改编、创编和排练集体游戏剧本，策划各类会议和活动。

演示行动组：掌握训练或矫正幼儿身心发展的系统技术。如，感统技术等。

4. 实施计划（限 1000 字）

2022.1 招募学生：玩家若干人，主持若干人，编导若干人，学具演示若干人

2022.3 行动计划：确定任务、分工、团建、签订公约、建群、采购

2022.4 行动执行：各组执行任务

2022.5 行动检查：各组会汇报任务完成情况

2022.6 行动总结：排练技能节目

2022.7 技能展示：面向校内公众展演节目，录像、视频剪辑、自媒体宣传

2022.8 社区应用服务：服务社区幼儿园，视频汇报

2022.9-2023.2 第二轮行动研究：计划、执行、检查、总结、展示、服务

2023.3-2023.8 第三轮行动研究：计划、执行、检查、总结、展示、服务

2023.9-2023.12 课题总结：成果汇集、制作、推广、发表、结题验收

5. 经费筹措方案（限 500 字）

学校将有专项资金支持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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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期成果和效果（限 1000 字）

本课题预期成果为：

△ 期刊论文：2-3 篇

△ 学前教育专业（小才艺）实训教程：按五大领域分册

包括幼儿游戏剧本、视频微课、教学展示和社区服务应用视频等。

△ 工作提案：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建设改革方案

包括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学分及教学进度等。

本课题成果的预期效果和附加效应：

本课题成果可以为学校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特色定位、专业建设、课程设置、

教学改革、师资团建等提供参考方案；本课题成果展演可以吸引更多的师生加入

行动研究；本课题成果的社区应用服务可以与幼儿园结成“双师型”学术共同体；

本课题还可以与往届毕业生结成业务共同体，推广课题成果，扩大社会影响力。

行动研究将给日常工作赋予意义，给年轻教师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

有利于教师团建和专业成长，有利于教师队伍稳定，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本课

题成果最终将沉淀为教师个人的学术成果和学校的办学成果。

本课题成果可能还会对中职学前教育、高职学前教育和应用本科学前教育的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的一体化提出建议。

7. 特色与创新（限 500 字）

本课题全面梳理了近 20 年来学前教育取得的成果，确定了当前幼儿园课程改

革的热点和方向，反思了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的误区和盲区。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小才艺”概念，为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和去小学化改革，找到了支点，同时，

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找到了现实依据和实现途径。

“小才艺”的教学与实践将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扫清一系列障碍，开

辟一系列新模式。如，知识性课程占比 30% + 技能型课程占比 70% ；“大才艺”

专业集群化 + “小才艺”开发微课程；“弱项合格+强项专长”模式等。

本课题主张学前教育专业的技能课程打破行政班束缚，根据学生兴趣，分类

培养，为学前教育专业开辟多种才艺小方向打下基础。如，魔方/魔尺/魔术方向、

孔明锁/鲁班锁方向、七巧板/九连环/九宫格方向、踢毽子/滚铁环/呼啦圈方向、

跳绳/陀螺/翻花绳方向、风筝/纸飞机/棋类方向、手指操/手语方向、谜语/主持/

编导方向、感统/体能方向、视听觉专注力方向等等。

综上所述，本课题的特色与创新之处在于，用“游戏化与小才艺”这条红线

贯通了学前教育微观（幼儿、教师）、中观（幼儿园、高职）、宏观（《纲要》《指

南》）三个领域，使它们一体化，使学前教育事业成为一条龙、一盘棋。本课题提

出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比旧模式更加前瞻、科学、开放，更加切合高职学生实际

和幼儿园教学实际，更加符合国家标准和学前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最重要的是更

加符合幼儿身心和社会性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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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简述（限 1000 字）

本课题申请人做了较长时间的观察和周详的思考，收集阅读了关于学前教育的

大量文献，还对 19 级、20 级学前教育的学生 500 多学生做了才艺问卷调查和普通

话水平调查。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都支持了本课题的假设。

本课题申请人长期研究心理教育，发表过多篇教育心理类学术论文，主持或参

与完成多个省级项目（详见上表），著有《公民社会的基础教育》，对基础教育具备

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

从赫尔巴特和杜威的比较研究中看中国的教育改革[J].基础教育参考.2004.4

论教育组织中理性精神的缺失与培育[J].基础教育参考.2004.10

教师专业心理素质亟待提高[J].新教育.2007.6

中学生及其家长心理发展的同质性研究[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07.(19)

对素质教育的层次性理解[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S1)

给孩子滑翔的时间[J].心理医生.2009.12

对高职高专学生心理状态的 SCL 分析[J].新教育.2011.2

2. 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

目和已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限 1000 字）

本课题组成员均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任教师，熟悉目前的专业建设和教学实

际，已经从各自的教学实践中获得经验，并对教学改革有所探讨和反思。有的成员

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做过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课题组成员主持或参与过的部分项目

校级：幼儿手工“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2020（朱兰珍）

校级：学前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2020 （张莉）

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幼儿园游戏.2021（单佩珠）

校级：“党建+课程思政”体系下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队伍的构建.2021（张莉）

课题组成员发表的部分论文：

朱兰珍.浅谈蛋壳在现代漆画艺术中的美学价值[J].艺术品鉴.2017.5

单佩珠.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策略思考[J].中国教师.2021.5

单佩珠.基于“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分析[J].教育学文

摘.2021.4

张莉，刘菊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见习现状及提升策略[J].文渊.2020.11

张莉，刘金梅.卓越教师培养研究的趋势、内容、问题与对策——基于国内近

五年核心期刊文献的分析[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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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开展情况

（含立项和资助等）（限 500 字）

课题组成员主持和参与的相关项目，都已由学校发文正式立项，并已顺利开题。

如，幼儿手工“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kcszgg006]（广珠院教[2020]4 号）；

学前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kcszgg007]（广珠院教[2020]4

号）；“党建+课程思政”体系下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队伍的构建（广珠院党[2021]19

号）。“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幼儿园游戏”已于 2021.6 申报校级项目，尚未发文。

五、保障措施

1.学校教改项目管理和支持情况（限 1000 字）

学校设立了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专项资金，制定了校级教改项目管理办法，定期

开展校级教改项目立项及建设工作，承诺对获得立项的项目按照省有关文件规定给

予资助。

2.学校承诺

该项目如被省教育厅立项为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学校将拨付 2

万元支持该项目，并给予其他必要的支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含配套经费）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34000

1.图书资料费 1000 中国知网文献使用费

2.设备和材料费 5000 购买图书、学具、玩具及材料等

3.会议费 1000 横向合作联络会议

4.差旅费 3000 社区服务师生交通食宿费用

5.劳务费 2000 成果展示视频录制及剪辑

6.人员费 2000 参与行动研究的学生补贴

7.其他支出 20000 成果打印费、发表版面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