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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摇篮精神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 

李晓龙  周雨乐  范佳华 

(西安培华学院中国·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红色文化在推进现代化文明的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新时代摇篮精神融入思政教育的路

径探索来提高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高尚品德和积极上进的精神。本文主要讲述了新时代摇篮精神的产生以及

新时代摇篮精神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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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着重强调：“利用好红色资源，弘

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作为国家未来接班

人的当代青年，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以人为鉴，

得失自明。历史有鉴，党史更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先

辈的伟大感人事迹中，大学生能够更加深切的感受到

作为国家未来接班人应当有先辈那般担当与爱国之

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需要一代代的青年前赴后继地奋斗。站在百年奋斗新

征程的起点，要不断加强对青年一代的红色文化教育，

充分利用校园教学资源、红色旧址资源、网络媒体资

源等，讲好红色故事，弘扬红色精神，让红色血脉薪

火相传，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支砥砺前

行的力量。 

一、新时代摇篮精神的诞生 

1、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 

1937 年 7 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中国全面

抗战拉开帷幕。中国东北三省最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随后战火迅速蔓延至其他省份。无情的战火导致这些

发生战争地方的人们家破人亡。在残酷的战争中，不

知道有多少人因战火在四处逃窜，又有多少人流离失

所、无家可归。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许许多多本来幸

福美满的家庭惨遭变故支离破碎，不计其数天真无邪

的孩子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庭，失去了将自己带

到这个世界的父母。在国家遭受重创之时，在这中华

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英

勇无畏。他们不愿让中国在战火中继续沦陷，更不愿

让越来越多的孩童受到伤害。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呼

吁各个行业的能人，在世界的舞台上呼吁海内外仁士

能够伸出援手来拯救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于是，

于 1973 年建立了延安托儿所。延安托儿所当时修建于

在延安城南柳林子之处，因为这个地方相对隐蔽、比

较安全。最初这个托儿所规模不大，最多能够收容下

20 名孩童。但延安托儿所的成立不仅仅保障了孩童的

生活，而且在历史上也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延安

保育院是延安地区最早的保育院，也是中共建党以来

最早成立的保育院。当时在多方努力下创建的延安托

儿所主要是为了容纳在战争中收到伤害的孩童，包括

当时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孩童等。同时，其的成立也

为保护和培养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优秀接班人发挥了巨

大作用。 

随着战争不停的发酵，战区也在逐步的扩大，导

致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孩童越来越多。为了不让更多

的孩童们受到伤害，也为了拯救这群正身处水深火热

的孩童们，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下，在中国共产党

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联合了各种力量同时发起组织抢救

难童的工作。1938 年 3 月 10 日，中共在汉口圣罗依

中学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儿童保育会主任一

职由宋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的消息一经传

开，不胫而走。受到了全国甚至得到了海外的赞扬，

延安居民的反响尤为激烈，对于这种意义重大的行为，

全国其他地方也都开始纷纷效仿，同时全国对于儿童

的保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

保育协会也紧随其后，于 1938 年 7 月 4 日成立【1】。陕

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这时在边区青救会的协调下

进行，由 12 个团体和蔡畅等 60 余人共同发起创立的。

在成立大会上推举了包括宋庆龄在内的 13 人为名誉

理事；康克清等 17 人为理事。在当时，保育会经费来

自于国内外的募捐及国民政府的补助。1938 年 10 月 2

日，支部成立陕甘宁边区保育院一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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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育院的进一步发展 

陕甘宁边区首家保育院创建之初，全院上上下下

的工作人员只有 19 名，丑子纲时主要负责该保育院的

建院的相关事项的。因为当时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在

保育院刚成立不久之后又有 57 个孩童被送进了保育

院。随着孩童数量的不断增加，工作人员也开始不够

了，随后保育员也增加到了几十人，早期的保育院的

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红军，他们虽然没有冲在第一线，

但是他们却是在另外一个没有硝烟等战场上努力的挥

洒着自己的汗水来报效祖国。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人，

不仅仅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并且在生活中也是乐于

奉献，当时的保育院的环境其实是很艰苦的，但是他

们不但不退缩而且勇往直前，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勇

敢的人不断发扬奉献精神，我们祖国的保育事业才变

得越来越好。保育工作也是在众多工作人员的努力的

变得如火如荼，不仅让孩童能够快乐的学习成长，也

能够保障孩童的生命安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变得十分的激烈，受难等孩

童越来越多。过于狭小的房屋无法继续满足保育院的

需求了，加之日本的飞机到处轰炸给孩童生命安全造

成很大威胁。为了充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1938 年 11

月 10 日，保育院迁至安塞县小草峪村。安塞县北 75

华里。日军突然轰炸延安，使得原本的高大城墙、繁

华街道瞬间在炮弹的轰炸下变成了残灯末庙、一片狼

藉。日军的轰炸导致许多的家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保育院陆续接收了几十个遇难家庭的孩子。这时在保

育院的孩童已经增至 86 人之多，为了能够保证孩子们

的安全，保育院的职工也得到了相应的增加。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当兵上前线的人和来自战

区的孩童不断增加，这就导致了婴幼儿的入院、家长

的探望、物资的运输等医疗问题变得愈发的严重，不

仅严重限制了保育院的收容和发展，最关键的是对孩

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在如此的困境之下，

通过申请与上报，经中央妇委批准，边区政府拨款，

1940 年初开始在李家洼(延安城北 20 华里处)寻找合适

的地方新建育婴室。时任保育院院长的陶汲波，一方

面要主持保育院的日常保教工作，一方面要对新院址

的建设进行督导，两地相隔五十华里，往来奔波。院

长依然是时时刻刻关心着两边的发展，总是害怕出现

什么岔子。总务科长白占玉为了能让新的保育院早日

建成，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靠前指挥。 

保育院新址建于 1940 年秋。9 月份，保育院在院

长和教职员工的组织下，带领全院的孩子们有条不紊

地顺利迁入位于新址李家洼的保育院。小学部和幼稚

部从此分开，各自安家。 

保育院建院一周年，累计接收敌后困难儿童 300

余名，来自四面八方。由于当初受地域原因限制，只

能容纳 90 人。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各方势力的

付出下让保育院面积扩大，设施改善，入院儿童更是

得到了突飞式的增加。到 1941 年 8 月，中国女子大学

育婴室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育婴室相继并入保育院。保

育院随后又开设了乳儿部来完善保育院的整体结构。

院内的孩子由原来的 90 多个增加到 280 个，工作人员

也增加到 120 人。保育院能在战争中发挥着自己独特

的作用，都离不开保育院勤勤恳恳的教职工的努力付

出与奉献。没有他们的坚守也就没有后面体系完善的

保育院。 

经过着一辈辈人的努力，保育院终于在战争中变

得稳定，变得壮大起来。保育院的完善无疑是给所处

战乱中孩童一个温暖的“家”，为两人的前途提供了一

定的保证。保育院的出现犹如在中国的大地上照射出

的一束阳光，给深受战争之苦的孩童带来了希望。 

3、保育院所孕育出的摇篮精神 

在 1946 年，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直接导致了胡宗

南的 50 万大军进军延安。中国共产党得到这个消息之

后，为了让孩童们不受到波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

对保育院进行战时转移。可是保育院大转移就只有数

十名老师、几十匹骡子和马还有若干个竹筐了的人力

和物力了。保育院转移开始，年龄小得、身体弱小的

坐在骡子和马上的竹兜里；年龄大点的、身体好的孩

童就让老师牵着走。转移过程中由于长时间长途跋涉

的疲惫，大多数的孩童都难以招架，使其转移程度困

难至极。以至于到后来，转移路途中越来越多的孩子

都走不动了，所逝去的骡子和马也越来越越多。这个

时候老师不仅仅要带着干粮及随身用品，也都需要轮

换着背走不动的孩子继续前行。转移途中敌机经常开

始无差别的轮番轰炸，为了不让孩童收到伤害，老师

们常常用手撑起来护住孩童，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般。

转移部队不断地遭受到敌方的袭击，导致其中有段时

间保育院与边区失去了联系。转移的保育院与边区失

去联系之后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接下来保育院应该往

那个方向走？往哪走是安全的，哪里又有敌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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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安全又怎么办？孩子们的吃穿住行又该何去何

从？没有人有答案。这个时候，即使老师有着鉴定的

信念保护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心中也是出现迷茫。 

院长杨芝芳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也开始有点手足无

措，在转移中她并不畏惧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她就

是所有老师的主心骨，是所有孩子的定心丸，她努力

让自己镇静下来。冷静下来的杨芝芳，便安排老师带

领孩子们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呆着，自己则带领另外的

一位老师去寻找办法与当地政府来取得联系。为此，

她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地方政

府取得联系，并带着孩子们安全渡过黄河。 

从 1946 年 11 月开始转移到 1948 年 4 月 21 日返

回延安，转移途中，保育院经子长到绥德，再东渡黄

河到山西离石到最后到达延安。这次幼教史上的“长

征”之路总共耗时 700 多天，行了 500 多公里的路，

最终以孩子“零”伤亡的成绩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

700 多天，每一天都谱写着教师对职业的尊敬以及对

孩童的负责；500 多公里的征程，每一公里都在见证

了教师们的忠诚。[3]这是保育院的老师们用生命与责任

所谱写下来的壮丽画卷，是用自己的爱践行着对党和

人民所交付的教育事业。 

二、新时代摇篮精神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重要意

义 

1、加深学前教育学生对摇篮精神的认识，培养爱

国情怀 

充分发挥“摇篮”精神在学前教育专业思政教育

中的作用。作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摇篮精神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将这种负责任、

有担当的精神利用好，才能在教学中培养高校学生凝

聚价值共识，让大学生领悟革命精神实质与思政课堂

教育实质的同向同行。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

更要去了解本专业深邃的历史，去学习前辈们的优秀

品质，培养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以及爱国情怀。 

2、继承革命传统，传承摇篮精神 

摇篮精神对不管对学前教育学生还是其他专业的

学生而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

感受到那些前辈们曾经是具有那样勇敢无畏的革命拼

搏精神。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就要敢于钻研。

敢于超越，超越的前提是我们要先继承革命先辈意志，

去传承优秀的摇篮精神。新时代的幼师作为未来的幼

儿园的中流砥柱，更应该传承摇篮精神增强自身的职

业素养以及提高社会责任感。 

3、培养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 

我国学前教育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一，有着面对社

会对高质量学前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新时代幼儿教

师应该秉承着先辈们的责任心、勇敢、认真的态度踏

入到工作的地方上去。要有高尚的品德品行，要加强

幼师的培养和教研力度，这都离不开先辈们所留下来

的珍贵财富，对于摇篮精神应该秉持着一颗积极向上

的心来虚心学习，来武装自己，让自身变得更好，为

的就是成为一名品行兼得的优秀幼师，来壮大我们新

时达幼儿的教师队伍。 

三、结语 

国家的前途未来是要交给青年人来掌控的，只有

党青年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担当，国家才会有前途，

民族就会有希望。新时代的摇篮精神不仅仅只是适用

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更是适用于所有人。青年一

代人应该承担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时刻为着祖国的繁

荣强盛而努力，未来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综上所述，应该积极的将摇篮精神融入到思政教

育中，使学生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与爱国情怀。作为

未来祖国的建设者，当代青年要有远大理想志向。为

建设强大的祖国而努力，祖国的未来固然重要，但是

国家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通过学习来武装我

们自己，让我们成为合格的接班人，也要让学前教育

专业的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时时刻刻谨记来自革

命前辈的教诲，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的

实践者与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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