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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思政元素”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堂教学的
实践研究

荣光耀

（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课程思政”其实质不是增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

一项活动，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各环节、各方

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本文聚焦将“思政元素”融入高

职学前教育专业课堂教学时出现的注重知识灌输，缺乏情感体

验；关注学科逻辑，忽视系统思考；强化技能习得，弱化“师

范属性”等问题，提出整合学习内容，营造教学情境；立足问

题情境，激发深度思考；明确职业使命，陶冶审美情操的策略，

以期加强学前教育专业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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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其实质不是增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

动，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各环节、各方面，实

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高职院校积极推行“课程思政”是落实

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关键举措，一方面体现了高职教育回归课

程育人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也对高职院校的政治理论课与其

他各类课程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思政元素”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堂教学的原因

分析

一方面，就“思政元素”融入学前教育专业的必要性来说，

首先，学前教育专业是培养幼儿教师的学科，就他们的教育对

象而言，幼儿正处于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初步阶段，需要幼

儿教师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升他们明辨是非的能

力。其次，我国经济领域正发生着深刻变革，一些道德失范现

象时有发生，最后，从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的关系看，我国高

等教育长期存在思政课和专业课“两张皮”的现象，专业课教

师更关注知识和技能的传递，对学生价值引领的重视程度不够，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育人目标的整体性，导致了教育目标

的异化。

另一方面，就“思政元素”融入学前教育专业的具体实践

而言，首先要知道学前教育专业的“思政元素”可以是什么？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结合

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以教育学专业为例，“要在

课程教学中注重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职业理想”。由此可见，师德师风教育可以成为

学前专业的“思政元素”。其次，要通过什么方式 挖掘学前教

育专 业的“思政元素”？“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这就要求我们在落实“课程思政”时不能就“思政课”

谈“思政课”建设，而是要抓住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课堂

教学，从而让“思政元素”在专业课程中的融入真正回归到教

书育人的本源途径。

二、“思政元素”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堂教学的现状

（一）注重知识灌输，缺乏情感体验

很多高职院校开设了师风师德类的课程如幼儿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幼儿教育政策法规，还有一些院校则开展了以“师

风师德”为主题的比赛如师风师德演讲、师德征文等借此强

化学生在课堂的师德学习成果。上述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深化了学生对于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理解，但仍与学生的实

际需求存在鸿沟。笔者通过对学生的观察发现，他们虽然学

习了教师职业道德的相关课程，但对师风师德尚未形成较为

真切的感受和体验，似乎这只是“发生在颈部以上的学习”，

至于自己的身心并无多少触动。很多学生认为“师德离自己

很遥远，毕竟都是关于身为教师的底线约束和基本道德要求，

不用学也能做到”。还有学生表示“师德教育就是道德教育，

很抽象、很枯燥”。由此可见，教师在进行师德师风教育的

过程中忽略了学生对于师德师风的感悟和体验过程，从认知

理论的视角看，难以帮助学生内化所学 所知，达到对师风师

德的深刻理解。

（二）关注学科逻辑，忽视系统思考

学科逻辑指学科本身固有的系统和内在的逻辑结构，也是

当前高职学前专业组织与实施课堂教学的基本逻辑，这有助于

学生在短时间记忆大量的名词解释和专业术语，但学生真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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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个概念吗？首先，学生无法发现所学知识与自身生活的关

联，遇到实际问题依旧回归原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如学

生学习《学前儿童卫生学》，课堂上能够自主查阅“营养均衡”

的资料，了解了“营养均衡”的概念，能够从很多角度分析影

响幼儿“营养均衡”的因素，可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却根本没有

形成“营养均衡”的概念，依旧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次，

学生尚未养成对所学知识进行系统思考的习惯，而是倾向于对

理论知识的简单运用。以《幼儿问题行为识别与应对》的学习

过程为例，在学到“幼儿说谎行为的识别与应对”这一章时，

学生需要分别理解幼儿说谎行为的概念、产生说谎行为的原因

与应对幼儿说谎行为的方法，可除了对于“幼儿说谎现象”本

身的了解，假设进入真实的教学情境，学生究竟如何捕捉幼儿

说谎背后的真实意图？如何就幼儿的说谎问题与家长展开有效

沟通？当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无法建立起系统思考的习惯

时，就无法真正感受到一个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价值，更无法

体会到幼儿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三）强化技能习得，弱化“师范属性”

以艺术类课程为例，许多高职院校更为强调艺术技能的强

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对象作为学前师范生的专业属性。

正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艺术

教育而言，“学高为师”方面，拥有艺术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

但就“身正为范”而言，艺术教育给学生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富

足和工作境界的升华也不可或缺，学生需要明白自己作为一名

学前专业的师范生，艺术对于自己和幼儿分别意味着什么？一

方面，对自身的发展而言，艺术技能的习得是自己未来求职的

重要砝码，可自己是否能够体验到艺术对于生命质量的升华、

感受到艺术学习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充实感和成就感？另一

方面，就幼儿的成长而言，艺术教育是为了迎合家长对幼儿考

级和升学的需求，还是通过艺术挖掘幼儿生长的潜能，激发幼

儿成长的创造力和内驱力？由此可见，若一味强调艺术技能的

获得而弱化艺术教育对象的“师范属性”，势必影响学生对于

未来的职业定位和角色认知。

三、“思政元素”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堂教学的策略

（一）整合学习内容，营造教学情境

以《幼儿教育政策法规》为例，过往的课堂教学都是以

教育政策和法规的文本为单位，一个接着一个文件学习，如

此“按图索骥”难免效率低下。相比了解每款法律法规出台

的背景、部门、时间，如何在尊重学生心理认知逻辑的前提下，

凸出该门专业课程中最为核心的教学目标“强化学生的法律

意识和底线思维，做一个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的好老师”则更

为关键。

一方面，教师需要对幼儿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机整合。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是国家对合格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

基本要求，作为幼儿教师自己的“学习和发展指南”，能够成

为整合幼儿教育政策法规文本的视角。如以该《标准》中的要

求“理解幼儿保教工作的意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为线索，

可以实现对《幼儿园管理条例》中的“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工

作应当促进幼儿在体、智、德、美诸方面和谐发展”、《幼儿

园工作规程》中的“幼儿园的任务是实行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

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等

内容的整合。另一方面，在整合学习内容的基础上创设相应的

教学情境。认知理论认为，在学习抽象概念或缺乏已有感性经

验时情境的再造与渲染很重要。加之幼教行业准入门槛和收入

不高的社会现实，教学情境的创设之于学生对政策法规的感悟

尤为关键。如教师可以创设主题为“现场招聘会”的情境，以

小组为单位展开先围绕“你为什么选择幼儿园”展开讨论，再

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展现组内学习成果。表演结束后，教师引

导学生在角色互换的过程中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幼

儿教师？”从护士、快递小哥、下岗工人等不同职业角色构筑

幼儿教师的完整形象。

（二）立足问题情境，激发深度思考

如果课堂教学仅仅围绕学科知识的逻辑如概念的内涵、影

响因素、应对策略展开，那么就割裂了所学理论与日常生活的

关联，无法帮助学生形成自主探究的内在推动力。当学生日后

带着对概念的粗浅理解和模糊记忆走入真实的教育情境时，因

“不奏效”而妄断理论不靠谱，甚至放弃理论从实践的 A、B、

C 学起，这是教育的极大浪费。还是以上文“营养均衡”的学

习过程为例，传统的问法是：营养均衡意味着什么？营养均

衡对人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如果教师能够创设如下的问题情

境，XX 幼儿园决定开办一个美食 Party，邀请家长和幼儿共同

品尝美食，感受毕业的快乐。可是你所在班级的家长却有些“特

殊”，有个奶奶最近感冒，医生叮嘱她少吃荤腥；一位爸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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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最近在健身，需要少吃碳水化合物；有位妈妈是素食主义

者；还有的家长乳糖过敏……作为班上的老师，你打算如何设

计菜谱，既能让各位家长感受节日气氛，同时也照顾到不同家

长的健康需求。

如此设计问题情境，答案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而且又指

向本节课的核心概念“营养均衡”，无形中调动学生运用学过

的营养知识如“什么是乳糖过敏？什么是碳水化合物？哪些食

物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等。当教师设计的问题情境能够

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时，就能逐步帮助学生意识到所学知识和

日常生活的关联，进而体会到专业知识的力量和幼儿教师的责

任。

（三）明确职业使命，陶冶审美情操

一方面，在对待“艺术学习与自身成长的关系”方面，学

生需要深刻认识到自己未来作为一名幼儿教师的使命和担当。

教师在课堂上要通过合理的引导使学生感受到师范艺术教育和

专业艺术教育的差异，前者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工作，技能的

习得只是提升求职竞争力的砝码之一，“面对具有艺术天赋的

幼儿，该如何保护并发扬它们”才是一名幼儿教师的追求；后

者则致力于对艺术作品本身的精益求精的追求，包括其作品旨

趣、作者生平和表现力等。

另一方面，在处理“艺术教育与幼儿发展”的问题时，学

生需要理解幼儿艺术教育不是追求技术上的“正确”或“完美”，

而是珍视幼儿的艺术天赋，为其发展提供阳光、空气和水。首

先，教师要从艺术作品本身的内涵着手，培养学生的审美精神、

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如学习舞蹈作品《映山红》，教师先以

作品主旨为切入点，就作品的创作背景、作者生平、人物形象

等要素展开分析，然后引导学生感受在战场上保家卫国、英勇

献身战士的革命精神，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其次，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理解作品的同时感悟“师爱”，苏霍姆林斯

基曾说过：教育的全部奥秘就是如何爱孩子。感人肺腑的艺术

作品凝聚了艺术家对于人、事、物的热爱，如声乐课上欣赏电

影《音乐之声》，学生不仅能从主人公玛利亚修女那儿看到她

对音乐的诠释，还可以感受到她热爱儿童的执着、研究儿童时

的乐在其中。当学生未来能够带着这样一颗喜欢幼儿的心走进

幼儿园，就一定能在日后的工作中体会到艺术对儿童成长的独

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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