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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职学前教育班级管理中有效渗透德育

刘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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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前教育专业具有特殊性，学生毕业之后走上岗位，需要面对大量学龄前的儿童。由于学龄前的儿童心智尚不成

熟，对于幼师岗位的职业道德有较高要求，体现学前教育班级管理中加强德育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分析了学前教育专业中

职学生的思想道德状态，随后从多个方面说明了班级管理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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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ffectively infiltrate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lass manage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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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has the particularity, students after graduation on the post, need to face a large number of 

preschool children.As preschool children are not mentally mature, they have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preschool teachers,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lass manage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stat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n 

explain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infilt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 class management from many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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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职学前教育专业为全社会提供大量幼师从

业人员，鉴于幼师岗位的特殊性，对职业道德提出较高

的要求。幼师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方可

胜任岗位要求，实际上体现出德育的重要作用。因此有

必要以学前教育班级管理为背景环境，说明德育渗透的

有效路径，为培养专业学生的道德意识奠定基础。

一、中职学生思想道德状态分析

1．折中性。中职学生文化课基础相对薄弱，在学习

层面获取的肯定和成就较少，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学生

走进中职学校，目的在于获得一技之长，在今后的社会

竞争中有立足之本，可见进入中职学校相当于人生的重

新启程。中职学生对自己的要求相对较低，没有宏伟的

人生理想，存在“既来之则安之”的思想，由此体现中

职学生性格的折中性。从学前教育专业的角度出发，此

类专业的学生在文化基础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学习态度

端正，学习的意识和纪律性较强，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学

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心理优越性相对偏强。

2．表现欲望强，心理承受能力差。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的思维意识相对活跃，动手参与的能力较强，对于

身边发生的事情具有较强的感性意识，也容易表现出较

大的情绪波动，自身人格处于发展状态，心智尚不成熟。

学前教育学生的才艺表现相对突出，不仅擅长讲故事，

在歌唱、舞蹈等方面也有突出表现，还愿意模仿各类手

工制品，可见学前教育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强。相比于其

他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表现欲望更强，也愿意通

过本人的表现得到别人的肯定。与此同时，学生的自控

能力相对薄弱，对生活中的事物缺乏基本的耐心，急于

求成的思想相对严重，做事缺乏一定的毅力。在个人表

现欲望较强的背景下，学生的合作意识相对薄弱。如果

个人未能通过表现获得理想中的肯定，则会产生畏怯心

理。今后遇到同种问题，学生通常会采用逃避方式，体

现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特征。

3．幼儿教育职业意识偏弱。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毕业

后，走上幼儿教育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可否认

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今后将要从事的岗位有一定认

识，并针对今后的就业做好一定的准备。相对于学前教

育类岗位的技能要求，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岗位的职业

道德认识相对浅显。学生们知道今后工作将要面对大量

学龄前儿童，在工作中要学会面对幼儿、呵护幼儿，能

够在一定范围内的形成职业意识，但是这种职业意识不

够全面，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道德意识层面。学前教育

专业的学生懂得在工作中呵护幼儿的重要性，但是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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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深刻，对职业道德的理解自然不够全

面。很多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停留在

概念层面，对于职业道德的具体要求认识模糊。若要让学

生们充分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及职业道德中包含

的内容，必须重视德育渗透的作用。借助德育渗透方式，

注重德育与课程教学、班级管理的结合，让学生时时刻刻

感受到德育的重要性，注重德育与学前教育专业之间的融

合，将德育渗透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每个环节，让学生真

正全面认识到学前教育领域的职业道德。

二、班级管理渗透德育的策略

1．强调德育与班级文化的融合。在德育渗透过程

中，需要融合班级文化，为德育赋予更多实际色彩。教师

在班级内部张贴各种标语，作为班级文化的重要载体，渲

染班级文化氛围。在班级标语中，充分体现班级文化的独

到特征，强化学生的感情意识，也为学生掌握德育教学目

标创设有利环境。班级标语应当与班级载体环境的基本特

征吻合，并有机融入道德教育的相关知识，学生真正认识

到班级标语对于德育的重要作用，对班级环境的认可度也

会提升。从学前教育的角度出发，强调学前教育专业的责

任观，让学生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德育教育之中，真正

让学生“用心爱”，逐步培养学生的责任心。班级管理中

渗透德育，可以发挥班级活动载体的关键作用。在抓牢德

育主题的背景下，将充满正能量的活动方式融合在班级活

动中。学生在积极参与各类班级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中

接受德育的相关教育。在班级管理中首先明确主导方向，

将团结合作与勤奋耐劳的精神融入其中，逐步培养学生的

表达、自我控制、学习等多方面的能力，实现德育的逐步

渗透。例如每周固定时间组织班级古诗词书法活动，学生

在古诗词氛围中陶冶情操，逐步磨炼自己的品格。每周定

期组织两次交流表达活动，鼓励学生表达近一段时间的心

理感受和思想状况，在学生们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吻合德

育的教学要求。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节日资

源，例如在端午节举办以“端午”为主题的班级活动，在

传统文化氛围中强化德育目标，体现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

载体的关键作用。

2．强调班主任的作用。班级管理与德育的融合，班

主任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班主任自身要以身作则，凭

借个人的良好形象，在班级学生群体内起到榜样作用，

逐步提升全部学生的德育素质。班主任要扮演好学生

“心灵导师”的关键角色，注重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鼓励学生人心向善，为班级管理赋予更多“正能量”，为

塑造新一代幼儿教师形象奠定基础。

班主任需要创设优质的、富有特色的学习环境，为

教学成果的转化创设良好的条件。教育类专业课程教学

必然使用大量教材，班级环境内的书籍数量较多，摆放

相对散乱，班级净化任务相对繁重。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上述材料也为优化班级环境、创设优质班级氛围提供了

绝佳的条件。学生借助手工材料和绘画工具，充分利用

班级环境中的各类资源，不仅使得各类数据摆放更加合

理有序，也为相关课程的教学做好准备。班主任可以在

班级环境中开辟专门的区域，专门放置非上课用品，也

为摆放课外书籍设置专门区域。此前提到了班主任举办

各类主题活动，学生在主题活动中提供的优秀作品也可

以放置在指定的区域中。区域的划分与设置多种多样，

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协调有序，班主任必须从整体层面掌

握班级空间布局，在充分利用班级环境资源的同时，有

效融合学前专业教学中关于“环境创设”的相关知识，

为相关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奠定基础。班主任在管理过程

中要强调学生的自我意识，将监督、管理、服务环节与

学生的自我管理体系相融合，让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德

育的重要性。例如班主任要求班级学生每天固定时间到

达操场锻炼，班主任不需要、也没有条件每天亲临现场

检查，需要学生的自我监督与管理，班主任主要向学生

阐述每天早上定时去操场锻炼以及自我监督的重要性，

将其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过程同样强调学

生自我意识，遇到学前教育的专业学习问题，要学会先

思考，找到问题的解决答案。学生仍然无法找到答案，

方可向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请教。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尝

试采用“学生服务中心”模式，招募班级学生组建服务

团队，解决本班学生在学校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实

现同班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与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充分

吻合班级管理“放权”的原则，班主任的管理工作要恰

到好处，而不是面面俱到。借助班级环境内的专业服务

组织，引导学生在监督管理中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从中实现个人的进步。“学生服务中心”实际上也在学生

群体中建立了榜样，“学生服务中心”相当于学生行为群

体的标杆，其他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将个人的行

为与“学生服务中心”靠拢，从中感受到个人不断进步。

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要善用“学生服务中心”模式，强

调学生在德育中的关键作用，获取不一样的德育效果。

3．融合职业教学模式。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对于

个人今后的职业走向有初步的认识，但是对于具体的从

业要求认识并不完善。换言之，学生对个人从事的岗位

专业认识停留在感性层面和表面层次，没有深刻到位的

认识，未能明确相关岗位的具体素养，也为班级管理中

的德育提供了渗透点。通过德育教学模式，使得学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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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明确职业素养和要求，学习活动更加有的放矢。当前

部分中职院校已经开设了“幼师专业教学标准”的相关

课程，指明了学前教育学生在走上岗位之后的职业标准，

引导学生从职业要求角度进行课程学习。学前教育的对

象是身体、心理发育尚不健全的学生，对于幼儿教育从

业者的职业道德提出非常高的要求，间接强调德育的关

键作用。在班级管理中融合德育的相关要求，专业学生

方可意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作用，秉承较高的师德完成

各项教学任务，体现职业道德修养的意义。在班级管理

中，需要强化此类课程的关键作用，定期落实此类课程

的教学效果。班主任要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出发，全面看

待课程教学，注重职业教育因素与课程教学的融合。与

此同时与此类课程的教师良好配合，掌握班级落实职业

标准类课程的实际情况，及时定位班级课程教学中的不

足，保证学前专业学生的德育始终处于正确的方向。德

育与班级管理的渗透，还应当体现在更广阔范围的学科

中，推动德育与语言、艺术等多种学科的融合，为学生

了解更多的德育知识提供有效环境，真正将德育融合在

个人今后的岗位工作之中。学生借助此类课程，真正在

德育领域有所提升，也为面对学龄前群体开展教学活动

奠定思想基础。在班级管理中，要重视德育与职业理念

之间的密切联系。现行职业教育的学前教育体系中，强

调幼儿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的关键作用，也为专业学

生树立从业标准提供了基本依据。班级管理中必须强调

教育类课程的重要性，将教育类课程作为德育的重要载

体。授课教师将职业特点与课程内容相融合，在课程授

课中加入更多“职业人”的因素，要求学生严格要求个

人的行为品德，扎牢德育根基，更好地发挥德育的作用。

4．注重实习环节的重要作用。学前教育体系与实习

环节关系密切，当前诸多职业院校已经把实习教学环节

融合在每个学年的下半学期，在下学期中抽出2~3周作

为现场实习时间，为专业学生积累经验。由于现场见习

直接面对学龄前儿童，同样强调班级管理的重要性。通

过班级管理模式，注重德育的融合，引导学生关注学龄

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在班级管理中选择合适的德育

渗透方式，将德育融合在每一天的现场见习中，强调德

育与细节因素的密切联系，吻合保教结合的原则。现场

实习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反思，也为德育提供了良好

的渗透点。教师针对本班级的学生建立实习反思机制，

引导学生每天反思当天的实习过程，准确定位学龄前群

体的身心发展特征，对幼儿之间的个体差异有更深刻的

认识。在学龄前教育环境中，积累创设最合适的教学场

景的有效经验，探索基本教学方式与各类教学活动的融

合点。班级管理中要高度重视实习阶段的反思环节，当

班级学生全部回校后，注意相关数据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学生结合本次实习教学过程，从职业道德角度出发，拟

定并完善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学生在职业教育全过程中，

能够有多次这样的机会，在不断的实践反思过程中，逐

步形成符合自身特征的职业发展规划，认识到职业道德

的重要性。在德育环境的支撑下，努力提升班级学生的

专业素养，实现职业素养与技能“双提升”的效果，为

学生今后步入岗位奠定坚实基础，从根本上提升学前教

育专业的教学质量。

5．加强与任课教师和学校的交流。班主任在班级管

理过程中一定要与学校、任课教师等角色加强交流，在

联动班级管理机制的影响下，构建德育教学新机制。班

主任尝试构建家委会组织，与学生家长密切沟通，掌握

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为渗透德育提供良好的切入点。

通过与任课教师的交流，掌握学生在课程环境中的表现，

结合学生的成长环境，实现班级管理中的协作效应，构

建优质的班级氛围。借助班级管理模式，在学生之间形

成优质的学习氛围，与德育渗透相互呼应。在班级管理

中还要发挥班干部的重要作用，利用班干部的引领效应，

推动班级内部的结对帮扶，构建良好的德育氛围。在与

任课教师交流的过程中，注重课程教学与班级管理的融

合，也为德育渗透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奠定基础。

结束语：在学前教育班级管理中，必须时刻有德育

意识，结合班级管理的具体任务和特征，尽可能多的探

索德育渗透道路，注重学前教育与德育的融合。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还有完善的职业

素养，为学生走上相关岗位、在岗位中实现个人价值奠

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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