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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教学法在高职《学前卫生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宋皓蕊

（山东英才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4）

摘要：问题导向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线索的教学模式，它通过问题引导学生的思维，助力学生展开自主性的学习探索。该模式生动

地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为学生搭建了思考和探究的平台，受到了教师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学前卫生学》课程对问题

导向教学展开了深入探究，对问题导向教学应用于学前教育专业课的具体方法展开讨论。希望可以通过该教学法的应用，有效提升《学

前卫生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对专业理论课的学习兴趣，并助力推动《学前卫生学》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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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教学法通过富有引导性的问题和逻辑结构的问题链

条使学生展开思考，层层深入，逐步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层次。

该教学模式在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革背景下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广

泛关注，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索。问题导向教学关注学生的思考、

探索活动，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通过结构化的问题设计，

使学生展开深层次的思考。在问题导向教学法下，学生不再是被

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转变成为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在问题的引

导下获得和理解隐藏在问题背后的学科知识。本文将问题导向教

学法应用于《学前卫生学》课程中，分析了具体的应用策略，为《学

前卫生学》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一、问题导向教学法概述

基于问题导向教学法，课堂按照“提问——思考——解疑——

演练”的顺序展开教学，教师设计一系列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问

题组成问题链。给学生充足的学习空间，使他们在未知、未能的

领域展开思考、探究。通过问题导学，学在导前，使得课堂充满

探索性，让学生在课上充分思考、探究，使之实现深度学习。

二、《学前卫生学》课程应用问题导向教学的必要性

伴随着幼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幼儿教师职业素养要求越来

越高。《学前卫生学》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探究本课程

的有效教学方法，是学生在课堂上既能掌握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

律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能发展学前儿童保育与照护实践技能的保

障。因此，如何应用学前卫生学知识服务于幼儿教育与保育工作，

是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问题导向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让教师发挥课程教学的主导

者作用，以问题为线索引导学生的思维，根据学生的反应、探索

情况决定课程内容、方法和进度，同时问题与情境配合，让学生

在接近幼儿园一线教学情境中展开探索，整个课程始终围绕学生

展开，使学生保持主动学习的状态。教学实践证明，基于问题导

向教学法开展《学前卫生学》课程教学，将使得学生获得更多自

主探索空间，有效解决过去灌输式教学存在的问题，让学生从被

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学生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意愿大幅提升，

有助于改进《学前卫生学》课程课堂教学效果。

三、问题导向教学法在《学前卫生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基于课前导入，实现问题导向

在《学前卫生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提出问题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在授课前捋清知识逻辑结构，并充分联系学

生实际生活，按照知识的逻辑结构设计出一系列的实际问题。课

前导入环节教师抛出问题，以师生共同探究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形

式完成授课。问题导入对于激活学生思维、调动学生兴趣具有积

极意义。为此，在基于问题的学习中，学生对课程基础知识展开

自主思考、自主探究，并为解决问题费尽心思，由此可为实现学

生深度学习奠定基础。

例如，在学习急救模块时，教师在课前提出问题：儿童发生

呛食问题，应如何开展急救？儿童发生意外擦伤，应如何开展护

理与急救？由此，学生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到该如何解决这一个

个的实际问题，学生也会更迫切、更专注地投入到儿童急救知识

的学习。同时，问题也应将前后知识点联系起来，启发学生进行

联想与思考，实现知识的系统化建构。

（二）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探究

问题往往伴随着情境出现，因此教师有必要根据教学内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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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适宜的情境，在情境中提出问题。情境可以增加问题探究活动

的趣味性，让学生沉浸在情境中展开深度学习。教师在引导学生

探究问题时，给学生搭建与问题相关的情境，可以增强问题对学

生的吸引力，有效助力学生发展知识应用能力。

例如，在学习“学前儿童营养卫生与膳食卫生”时，教师可

以打造一个实际问题情境。情境：幼儿园用餐时间到了，很多幼

儿将不爱吃的蔬菜挑出来，弄得桌面以及地面上都很脏。有的幼

儿面对教师的劝导充耳不闻，还寻找一系列的理由回避，有的幼

儿甚至以不吃饭相要挟或者是哇哇大哭。假如你是该幼儿园一名

幼儿教师，这种情况你将如何处理？

学生们在情境中能够能更设身处地的展开思考和讨论，更容

易共情情境中面临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在思考过程中，学生

也会产生一定的认知冲突，而情境则加深了学生新认知与原认知

之间的冲突程度，有助于学生进入到探究的学习状态，达成良好

的学习效果。

（三）利用合作小组，合力探究问题

在问题探索活动中，学生常常需要讨论，在讨论中思维的火

花相互碰撞，实现认知的丰富与多元。为此，教师要在问题导向

教学法中充分利用小组学习的优势，让学生结成学习小组，基于

学习任务，在问题的引导下思考、探索、交流、辩论、总结，提

升个人语言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组内的学生产生不同

视角、不同深度的观点，让组内的讨论得以有序开展，也有效推

进学习进度。教师作为引导者，应随时注意观察各组动态，及时

介入帮助学生开展学习探究。

例如，在“学前儿童营养卫生”模块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

有效掌握并应用儿童营养素需求相关知识，教师可以设计如下学

习任务：选择当地某所幼儿园展开调研，调查并记录幼儿早餐食谱，

并为幼儿设计一份他们喜爱又营养全面的早餐食谱。在这个学习

任务中，学生们首先设计采访任务，分组对幼儿和家长展开采访、

问卷调查，了解幼儿的饮食喜好。之后学习小组对“学前儿童所

需要的营养”知识进行梳理，早餐占全天食物热量的 25％左右，

并且早餐要摄入高蛋白的食物，热量要足够，以保证幼儿上午的

热量需求，最后小组总结设计出可参考的幼儿早餐食谱。

现代化教育理念注重学生学习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鼓

励课上多一些学生之间交流与分享的机会，而基于问题导向教学

法，学生们开展小组合作，形成了一种平等、和谐、合作共创的

课堂氛围，创造了学生之间友好对话的空间，同伴之间一起感受、

认识知识，享受共同探究带来的乐趣。

（四）综合多元评价，促进问题解决

问题导向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引导，让学生通

过自主思考、自主探究、合作协商解决问题。问题导向教学法下

的《学前卫生学》教学考核工作应当基于问题导向教学法的特点，

针对《学前卫生学》课程目标设计一套多元化评价体系，全面评

价学生的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对课程知识的

掌握程度，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进步情况，从而促进学生

更积极地解决问题。

为实现全面、综合的评价，教师需要引入多元评价方法。除

了传统的笔试和作业评价，还可加入项目评分、课堂表现、小组

表现等。通过多元评价方式从多维度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

水平。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小组互评。自

我评价主要是通过学生反思，找出自己在知识体系、能力素养上

的薄弱点。小组互评则以小组成员的视角展开评价。在评价指标

上注重素质和能力指标，观察学生在问题探究过程中的表现、团

队协作精神和思维活跃程度等方面的情况，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

指导。要通过科学的考核帮助学生找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制

订更合理的学习计划和发展目标。

四、结语

《学前卫生学》课程引入问题导向教学法，以问题链为线索

引导学生深入探索课程知识，创设问题情境，能够有效激活学生

的思维，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也可大幅提高理论性专业课的

趣味性，使学生在情境和问题的引导下更积极地参与课堂、配合

教学。问题导向教学法将课本知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问题，让课

本知识从理论延展到实践应用，有效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以

问题导思，通过具有逻辑性的问题链条让学生构建《学前卫生学》

知识体系，对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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