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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匠精神的中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
李　婷

（辽阳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辽宁 辽阳 111000）

摘要：随着“大国工匠”思想宣传的不断深入，中职学校培育工匠精神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以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为切入点，

在分析该专业工匠精神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将工匠精神融入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融入课程体系建设、融入实践教学体系等路径培育

学生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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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

角色，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效。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是未来学前教育事业师资力量的主要来源和储备力量，

要使他们真正承担起为国家、社会和民族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任，必须加强其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其不仅具有过硬的专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优良的人文素养、道德修养。因此，

作为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重要场地，中职学校应以工匠精神引领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成长和品德塑造，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

输送高素质人才。本研究意图厘清工匠精神嵌入学前教育人才培

养的理论逻辑，分析学前教育专业工匠精神要素，探索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路径，以期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化

成长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以利于他们将来的顺利就业，成为一名

合格的学前教育工作者。

一、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工匠精神要素分析

（一）匠心：专心专注，精益求精

“匠心”是工匠们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巧妙、独到之心，

是工匠的创新之心，是一种直接的审美价值取向。“匠心”是工

匠精神的核心要义，具体表现为工匠通过反复对器物进行雕琢，

达到完美效果，并不断创新自身技艺的过程。而对于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来说，匠心就是要不忘初心，立足于自身职业发展和学前

儿童成长需求，专心专注于教育教学，精益求精，进而获得良好

教育教学效果的精神。专心专注是新时代学前教育工作者必备的

职业人格，勤学苦练、敬业乐业，忠诚于学前教育事业，做一名

孜孜不倦的学前教育追梦人，才可以从普通学生蜕变成卓越的学

前教育工作者。精益求精则是新时代学前教育工作者必备的职业

态度，为教育对象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而努力，而不是满足于完

成基本的保育教育任务。追求美的价值取向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必须对将来即将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始终保持敬畏之心，顺应

学前教育改革需求，系统掌握学前教育专业知识、基本技能，树

立精益求精的教学品格，为从业之后打造出精彩纷呈的教育教学

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匠艺：技艺精湛，尚巧求新

追求技艺之巧历来是中国传统工匠毕生的追求。在《汉书·食

货志》《考工记》等书籍中均有对“工匠精神”的说明。技艺精湛、

尚巧求新是工匠精细打磨优良器物，并赋予制作对象以新生命的

必要条件。鲁班、奚仲和仪狄之所以被称为“祖师爷”并得到民

众崇敬，不只是因为他们“技艺精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尚

巧求新”，因此“巧”不是一种简单模仿的手工操作技巧和传统

手艺传承，而是要求工匠敢于打破常规、革故鼎新，在本质上体

现了创新思维的特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目前以到幼儿园就业为

主，作为幼儿教育领域的潜在匠儿“技艺精湛，尚巧求新”的匠

艺对于他们的专业化成长十分重要。“技艺精湛”代表了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的专业水准，是对《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的具体实践，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应以此为根据，掌握扎实的专业

知识、掌握娴熟的专业技能、掌握过硬的教育教学能力，拥有为

人师表的职业道德，以此保障教育教学质量。“尚巧求新”则要

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不断接受学前教育新思想、

新理念和新方法，在内心树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

新精神和创新品格，以期将来能够创造性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也使得自身的职业生涯得以永葆生机活力。

（三）匠德：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我国历来有着崇尚爱岗敬业精神的优良美德，更是工匠精神

的力量源泉所在，我们只有深入挖掘这种力量的源头，才能使得

工匠精神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面貌。正如孔子所言：“事思敬、

执事敬、修己以敬。”这句话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我

们每个人都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用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爱

岗敬业”不仅是工匠精神的统领与根本，同时也是社会核心价值

观个人层面的重要价值要求和目标导向，劳动者只有发自内心地

热爱自己的岗位，理性认同自己职业的价值，恭谦谨慎践行职业

理念，才可以抵制外界的干扰，依靠热爱和专注从平凡岗位中脱

颖而出。在学前教育领域，爱岗敬业就是学前教育工作者对自己

所从事的职业高度忠诚、敬重热爱和认真负责的综合性表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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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就是要热爱学前教育事业，树立主人翁责任感，关心关

爱每一位幼儿，执着专一地潜心教书育人，做好儿童健康成长的

启蒙人和引路人。《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

施意见》强调：广大教师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爱岗敬业。作

为未来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只有坚定“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

职业信念，才能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与职业，并矢志不渝为学前

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以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理念指导自

己践行教育使命。

二、基于工匠精神的中职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路径

（一）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目标

明确的教育目标，是教育工作得以高质量开展的基础与前提，

更是教育工作想要得到的最终结果，只有树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

养目标，才可以更好地指导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有效开

展，以便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工匠精神之所

以能够流传至今，并且在历史长河中滋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技艺精

湛、淡泊名利、尚巧达善、德艺兼修的能工巧匠，正是其完美体

现着各行各业应共同遵循的职业精神、职业操守和职业品质。客

观而言，幼儿教师作为“教书匠”，其工作对象是幼儿，他们从

事的是教书育人的职业，因此，我们要把工匠精神的精髓融入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中，重视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并

以此指引人才培养过程的全过程。

当下，无论是国家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试初）》《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还是各个

中职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不同层次的幼儿教

师职后培训，都十分重视幼儿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这三个维度的培养，但将工匠精神嵌入学前教育人才培

养目标体系，并非只是简单地以工匠标准来“形塑”幼儿教师，

而是要引导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汲取工匠精神专注、稳定以及对技

艺的敬畏等精神内核，更好地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匠心、匠艺、

匠德、匠化，使他们努力成为“四有”好教师。具体而言，应当

在现行三个维度的基础之上，增加基于工匠精神的专业技艺和专

业精神的维度，以便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化成长。

在专业精神方面，应以工匠精神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爱岗敬业”

的职业道德、“专心专注”的职业人格、“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

使学生将从事学前教育视作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在专业技艺上，

应以工匠精神的专注执着和知行合一理念作为内在支撑，引导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追求极致和卓越，对教育教学技能和技巧“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般的钻研，并努力向“技进乎道”的教育艺术

境界努力。

（二）将工匠精神融入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教学是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工匠精神的核心途径，应

注重发挥专业课程、通识课程、职业素养课程的育人功能，在课

程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有效渗透工匠精神。专业理论课程是培养学

生具备学前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基本途径，也是渗

透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效载体。因此，中职学校应该根据国内外学

前教育的新趋势新动态，立足教师岗位对职业能力、职业道德等

的需求，将工匠精神合理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实践中。例如，在

《教师职业道德与法规》教学过程中融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工匠精神，可以向学生介绍古今中外优秀学前教育工作者如张

雪门、陶行知、福禄贝尔、李吉林、应彩云、张锋的案例和事迹，

学习师德典型、讲好师德故事，使学生受到这些学前教育行业“能

工巧匠”的爱岗敬业、知行合一、精益求精等工匠精神的感染和

熏陶。又如，在《行为观察》教学中，教师可以融入严谨细致、

专心专注的要求，引导学生通过实际操作，针对性地加以锻炼和

学习，进而将这些工匠精神内化成为自身的职业精神追求。

技能课程是辅助，其更加注重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

技艺，是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工匠精神的重要途径。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毕业之后大多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幼儿教师是一个具有

很强综合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职业，这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除了熟悉掌握“读、画、弹、唱、跳”等艺体技能，还应具备

幼儿园环境创设、游戏与指导、文学创编、玩教具的制作、三笔

字等教育教学技能。因此，必须注重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

技能训练，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个人、团体等各种形式的赛事项目，

依托各种职业技能大赛不断磨炼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艺，

并且帮助学生树立专心专注，精益求精的匠心品质。

职业素养课程是抓手，将工匠精神合理渗透于职业生涯规划、

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帮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不断增强与工匠精

神相契合的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和职业信念。例如，在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根据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质，科

学制定职业生涯规划，不断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教师职业的

认知、认同。同时，中职学校还应主动邀请周边幼儿园的优秀教

师或者校友，到校给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作专题报告，展现工匠形象，

传递工匠精神，激励和感染学生见贤思齐、崇德尚贤，领悟工匠

精神的真谛。

（三）将工匠精神融入实训教学体系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工匠精神的塑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除了需要夯实理论以厚积薄发，更需要实践锤炼以知行合一。工

匠精神孕育于、生成于、实现于“做”“坐而论道”违背了工匠

精神和师范教育的实践性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疏离教育教学技能，对其末来走上学前教育工作岗位带来

负面影响。因此，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工匠精神，必须坚持实

践导向，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将工匠精神融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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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实训环节中，进行系统全面、多维的技能性素质教育，助

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游于艺”中借“艺”化人，进而促进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逐步将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首先，积极对接职业技能大赛，磨练学生基本从业技能。幼

儿教师和其他学科教师相比之下，需要具备更加多元化的基本从

业技能，中职学校应积极鼓励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

赛事项目，如各种级别的中职学校学生教学技能竞赛、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等，学生们“为

荣誉而战”便会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指导教师则以此为契机，

引导学生对技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训练和竞赛过程中

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形成专心专注，精益求精，超越自我的工匠

精神。

其次，建构校内外结合的实训体系，促进学生知行合一。中

职学校应严格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积极组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参

加校内试讲、校外见习 实习，指导学生不断磨练专业技艺。校内

试讲活动是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学技能的主要途径，如在开

展《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教学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片段教学竞赛，以竞赛的方式进行校内试讲，或者注重过程性

考核将试讲作为学生成绩的来源之一，使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内

化为实际的教学能力，使学生得以实现“技艺精湛”，为接下去

的实习甚至将来的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校外实训是进行工匠精

神养成教育的生动课堂，积极鼓励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投身到教育

见习、教育实习等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感受一线教师甘

为人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在实践中强化对教师

工匠精神的认识，真正做到“技以载道”。

最后，严格落实双导师制，通过“心传身授”培养工匠精神。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明确要求应选派工作责任心强、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共同担任实习指导教师，并邀请一线的行业

教师到中职学校承担一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因此，中职学校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应当借鉴工匠制度的制度架构，聘请具有丰富

一线教育教学经验的名师或骨干教师担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实

践导师，建立起学前教育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培养模式。在这种现

代学徒教学指导下，实践指导教师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给予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以立体化、全方位的教学指导，不仅指导学生如

何学习具体的教学理论和技能，而且还向学生传授那些难以用语

言表达的教学经验、职业道德等内隐知识，心传身授、心心相印，

使工匠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根植于内心。

（四）将工匠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具有强大

引导力的隐性教育资源，它不仅是推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教

育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开展工匠精神教育的重要载体。因此，

除了课程教学、实践教育之外，中职学校还应以校园文化建设为

切入点，构建富有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的工匠素养和综合素质，更好地满足学前教育事业

对优质师资的需求。首先，基于工匠精神建构校园物质文化。中

职学校在进行校园景观规划时应渗透工匠精神，可将中外教育名

家、优秀幼儿教师、教书育人楷模、优秀校友等教师行业“能工巧匠”

的教育理念、教育语录和先进事迹，在校史馆、教育文化长廊、

宣传展示栏定期的展览或更新，并且在食堂、图书馆、教学楼等

区域放置中外优秀工匠、教师的雕塑人像、壁画等，给予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榜样的力量或动力。其次，基于工匠精神宣传典型榜

样力量。中职学校应结合学前教育专业实际情况开发工匠精神校

本教材，将学前教育领域中具有优秀工匠精神的教育名家、行业

名师、优秀校友的事迹汇总起来，编制成为校本课程，在校本德

育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此外，还可以定期邀请当地的优秀幼儿

教师或者毕业校友来校开展讲座、进行座谈，和在校的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分享工匠典型经验，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学前教育，坚定

他们毕业之后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职业理想和信念。最后，应积

极组织学生参加工匠精神教育系列校园活动，比如结合教师节开

展“我是幼教人”的征文活动，遴选出一些感悟深刻的优秀作品，

开展主题演讲比赛；还可以结合学前教育宣传月组织开展儿童剧

汇报演出、手工作品大赛、名师进课堂、学前教育经典作品交流

会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

的认同，强化他们对将来工作对象和职业的热爱，为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而努力奋斗。

四、结语

强教必先强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作为未来幼儿师资的主要

来源和储备力量，是实现教育强国这一战略部署的中坚力量，对

他们开展工匠精神的培育，将工匠精神嵌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人

才的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实训环节、校园文化建设中，努力培

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成为具备工匠之魂的复合型现代幼教人才，

对我国教育强国建设之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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