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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融入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路径研究

杨东阳　张　博*

丽水学院，中国·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党建育人是当前高校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发挥党建育人工作的示范引领作用，构建丰富多元的校园文化体

系。在校园学习阶段，依托党建理论知识培育师范生的师德师风和正确从教观，夯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和社会主义的理

想信念。推动党建和业务融合，运用党建活动、学习平台，提高师范生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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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受此

启发，在党建领域开始探索实践各种“党建+”模式，比

如“党建+生产”“党建+文化”“党建+金融”“党建+基

层治理”等，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党建工作的接触面和辐射

范围，有效提升了党建工作的牵引力，增添了党建工作的

生机与活力。

“党建+”融入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正是在这个理念

熏陶下提出的一种积极尝试，以期在师范生的青春懵懂和

拔节孕穗时期给予他们正确的思想引领和力量，更好地贯

彻执行党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师范生职业技能包含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的师德师风内在素养，也包括

扎根杏坛、潜心教学、以生为本的从教理念，还有业务精

湛、传道授业、作风扎实的职业情操。

“党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拓展模式，主

要通过党建理论的先进性来武装师范生头脑，利用党建活

动的创新性特质来提升师范生师德师风，以理论引导、精

神感染等方式对师范生进行教育，改善和避免青年阶段容

易发生的思想问题。唤醒当前师范生的职业发展意识，进

一步提高师范生的育人成效。提高师范类毕业生的培养水

平，在源头上做好师范生加入教师队伍后教书育人的能力

水平。

1　党建引领师范生师德师风建设

2024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

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建设的意见》8月26日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理想信念

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党建引领、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

准、引导教师自律自强、加强师德师风培养、坚持师德违

规“零容忍”。“师德师风”，就是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

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师德师风是为人师

表的基础涵养，在教师成长和职业发展中必须矢志不渝地

遵循。

师范生以其培养目标的确定性和培养方式的教育性，是

在校生中较为特殊的群体，具备大学生思想稚嫩的特点，

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正处于形成阶段，需要有正确

的思想指导。同时，师范生作为教师队伍的后备力量和生

力军，是未来党的思想传播先锋，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

重要角色。传“道”者先知“道”，先信“道”，我们的

社会主义理论的大“道”才能后续有人，根深蒂固。党建

引领，举起定向，是师德师风建设的根本方向。经历一个

从认知体验到内化与践行的阶段，四个环节层层深入，不

断强化师范生的师德师风意识。

2023年5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教必先强师。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

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师德师风教育是师范生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在“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问题上具有关键

作用。深入推进师范生师德师风教育，符合当今时代教师

职业规范要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现状，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

素质，促进教师综合能力的提升。

2　党建强化师范生理想信念根基

党建与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相融合，是师范生坚定社

会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方式。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一

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示范作用显著。如果

为师者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很难保证

其教学过程中不出问题。“党建＋”通过政治理论学习

和文化自信培育，对师范生进行执教理念引导和传统文化

熏陶，不断激励着当代青年在品格塑造阶段继承发扬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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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思想观

念。增强师范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切实做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和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了无数的

光辉典范，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十分丰富，这些都是对师

范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

洒热血，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在革命战争年代，

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李大钊，为了革命真理英勇献

身；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视死如归，坚定

革命到底的理想信念；还有带着对孩子恋恋不舍走上断头

台的赵一曼，至死都不向反动派低头，宁死不屈，从容就

义。这些共产党人是我党我国历史上的丰碑，是对师范生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最具说服力的教材。

理想信念看似无形，实则力量无穷，在革命受挫、事

业受阻的艰难时期，前赴后继的共产党员高呼“中国共产

党万岁”“为了新中国”而前仆后继。通过红色文化的熏

陶，可以激发师范生的爱国情感，弘扬革命精神。在师范

生教育管理体系层面，红色文化的教育意义是多元和深远

的，和党的理论知识结合，形成师范生培养创新性成果。

党建与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相融合，在强化业务能力

的基础上，能更好促进师范生对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

理解，增强执行意识与能力。完善师范生培育理念，牢固

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党建＋”在师范类专业学生

的德育过程中，有助于其养成思想意识的自觉，坚定教

育初心，极大增强他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党建＋”对师范生所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能有效

增强师范生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坚定教育信念，激发

他们的担当和作为。师德素养的提升，离不开师德教育理

论的发展，能为师范生成长进步提供坚实的技能支撑。

3　党 建带动师范生职业能力发展

党建带动师范生职业能力发展以提升师范生职业素养

为前提，具备理论丰富性与教育时效性的特点。在职业能

力培养中激发师范生的教师职业理想，陶冶教师情怀，建

构教育信念，启迪教育智慧。优秀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以先进事迹广泛影响师范生，鼓励其进步，增强师德

素质。

课程思政融合，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使专

业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交流等

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专业知识背后的社会价值和教育

意义，培养他们的职业情怀和道德情操。

实践课程强化，结合师范生职业特点，开设与教育教学

实践紧密相关的实践课程。通过实习实训、教学观摩、教

育见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教学技能和管

理能力。同时，将党建工作融入实践课程，如组织学生进

行支教活动、志愿服务等，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

精神。

4　具体做法

当前，我们可以通过“党建+”的模式在强化师范生师

德师风培育上下功夫。一是党建+教育，建立师德师风评

价体系，完善相关考核措施，经常性进行师德师风培育培

训和考察督察。明确师德师风教育目标，在日常教学工作

中，着重加强对师范生的宣传思想教育，做到业务知识与

党建理论的无缝衔接。将党的教育方针化为无形，在日常

教学中有机穿插，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实际效果。

将宣传思想工作融入到教育教学日常，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机融

合。加强对师范生的政治理论学习，提升师范生的政治觉

悟和思想道德素质；二是党建+文化，加强师德师风宣传教

育，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弘扬师德师风的先进典范，营造风

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潜移默化对师范生进行熏陶。落

实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零容忍”

，定期通报教师职业道德失范情况。三是党建+考核，建立

师范生模拟考核，以师生互评、指导老师评议等方式，将

师范生考核机制灵活运作，指出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思路，激励教师树立良好师德师风形象。在党建理

论指导下，通过完善师德师风教育体系、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开展是的师风模拟考核等方式来加强师范生师德师风

建设。

5　总结

以党建为引领，夯实专业基础，锤炼师范生职业能

力，是师范生党员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重要基

础。2022年9月7日总书记回信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

的同学们，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

业解惑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

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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