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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祝　茜

（四川工商学院，四川 眉山 620000）

摘要：在《学前教育政策法规》授课内容中挖掘思政要素，将其融入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的授课内容中，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专

业技能，还要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和政治素养，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尤为重要。笔者对《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思政的建设进行了一系

列的研究，从课程定位及教学模式到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和具体措施进行了实践与探索，旨在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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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及模式

（一）课程定位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是一门理

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要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当前我国学前教

育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知识，了解我国学前教育改革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熟悉我国幼儿园、幼儿教师以及幼儿的权利与义务，

熟悉幼儿园的设立、管理和运行机制；熟悉幼儿园的保教工作应

该遵循的管理规定、园长的聘任及其职责等内容，为职业发展打

好基础。

同时还要注重课程育人，使学生真正理解依法治国的内涵，

使其能够做到知法、守法、用法，以法律指导自己今后的教学行为，

热爱祖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

（二）课程模式

本课程采用理实一体的课程模式，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需求为导向，注重提高学生运用相关政策、法规指导幼儿园的管

理实践，规范教师的保教行为，正确处理学前教育活动中出现的

各种矛盾纠纷的能力。以依法治教、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关爱

幼儿为主线，培养德育为先、德法兼修的新时代高素质幼儿教师。

二、课程建设思路

（一）课程建设的总体思路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为：以课程核

心内容和主要知识点为主线开发课程思政要素。把握正确的政治

方向，以具体的课程内容和知识点为载体，在专业课教学中挖掘

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影响和引导作用的元素，

融入课程教学之中，明确育人目标，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开展

思政教育。

（二）具体思路

1. 要从授课教师出发，强化教师“课程思政”价值认同，通

过开展课程思政专题学习、研讨等方式，提高授课教师参与政治

理论学习以及课程思政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优化教师挖掘和

运用思政元素的意识和能力。

2. 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将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所学专业

密切联系，促进学生思想素质和专业技能同步提升，实现学生成长、

成才需求的融合。

3.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出发，注重实践，采用案例分析、

翻转课堂等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练习、反思不断提高

自己对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高自己的法治意

识、职业道德意识，树立热爱学前教育事业，为祖国的学前教育

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崇高理想。

三、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主要思政要素挖掘

课程思政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是传统教书

育人理念的拓展与升华，也是完善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教学目

标的必然要求。以《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核心内容和主要知

识点为主线开发课程思政要素，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具

体设计如下：

1. 概述部分

概述部分开展课程思政的要素主要有“学前教育政策的含

义”“学前教育法规的含义”两个核心知识点。在讲解“学前教

育政策的含义”这个知识点时，通过列举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政策，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四川省“一村一幼计划”等，让学生了解党和国家在学前教育方

面作出的巨大努力，理解党和国家追求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以及

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伟大意义。在使学生理解

什么是学前教育政策的基础上，坚定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

在讲解“学前教育法规的含义”的知识点时，可以从“法”

的起源出发，讲解“周公制礼”、中国的传统礼制文化及其对我

国现代法治的影响。从《宪法》对教育权的保障入手，对学生系

统介绍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

行政规章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要树立学前教

育专业的学生依法治教的理念，还要开展宪政法治教育。

2. 学前教育的政府职责部分

该部分的开展课程思政的要素主要有“新中国学前教育行政

体制的建立”和“我国学前教育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在

对该部分内容进行讲解时，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

建立和优化改革进行介绍。从 1949 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

设立 35 个机构，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的建设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以

来进行的 7 次政府机构改革进行讲解，尤其是第七次改革后所形

成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体制，让学生加深对相关政治常识的了

解，真正理解教育部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学前教

育领域所承担的各种职责。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及相关政策的发展与变

迁，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伟大情感，引导学生树立为社

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念。

3. 幼儿园部分

该部分开展课程思政的要素主要有“幼儿园的法律地位的特

点”“幼儿园的权利”以及“幼儿园的义务”。

幼儿园的法律地位的特点包含公共性、公益性、多重性。我

国的教育权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要以提

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

幼儿园的各种活动的开展也要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需要。

幼儿园的权利主要有民事权利和教育权利。幼儿园在享有很

多权利如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所有权、著作权、专利权、

招收新生权、组织实施保育教育活动权、自主管理权等。法律是

权利的来源和保障，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此为基础开展法治教育，

深化对法治理念、法治原则、重要法律概念的认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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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义务包括遵守法律，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执行国家

保教标准、保证保教质量，维护幼儿、教师及其他职工合法权益等。

在本部分的教学中，要教导学生在开展保教工作时要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扎实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和各项要求。

4. 幼儿教师部分

该部分开展课程思政的要素主要有“作为公民的幼儿教师”

及“作为教育者的幼儿教师”“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

作为公民的幼儿教师，既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

权利，还必须履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义务。在对该部分内容

进行讲解时，应该开展公民教育，使学生深刻理解宪法赋予每一

位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同时也必须履行宪法所规定的维护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等义务。培育学生爱国守法、

规范从教的职业操守。

作为教育者的幼儿教师拥有《教育法》所赋予的教育权、管

理幼儿权、科学研究权等各项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教育法》所

规定的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等。在这部分内容

的教学中，作为一名未来的幼儿教师，除履行这些法定义务意外

要教导学生，还应该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

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

在幼儿教师职业道德部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作为一名幼儿

教师应该遵循的职业规范，爱护幼儿、忠于职守、无私奉献、遵

纪守法，做一名学生喜爱，家长认可的好老师。

（三）“理实一体”的具体设计

我校《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一共有 32 个学时，其中理论

学时 24 个，实践学时 8 个。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将 8 个实践课时具

体划分为 3 个实践项目，分别为：幼儿园设立模拟、幼儿教师权

利与义务的案例分析、幼儿权利与义务的案例分析。在实践部分

仍然始终贯彻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依法治国、爱护幼儿等

内容与政策法规知识相结合，要求学生以 5-7 人为一个小组为单

位完成实践任务，做到实践育人，力求让学生在提升专业素质的

同时增强团队合作能力以及服务社会的能力。

1. 幼儿园设立模拟

以小组为单位自学《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幼儿园

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关于幼儿园登记注册的

相关规定，到各地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工商部门查询幼儿园登

记注册需要满足的条件和提交的资料。模拟填写行政许可申请书、

董事会（理事会）成员名单、拟任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登记表、

拟任校长基本情况登记表、拟聘财会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拟聘

教师登记表等文件，制定并提交幼儿园章程。

通过课程实践，一方面让学生切实掌握关于幼儿园设立的条

件与程序的知识点，另一方面提高其团队分工与合作的能力，锻

炼其文件的撰写能力、与政府机关的沟通能力等，树立其依法办

园的意识。

2. 幼儿教师的权利与义务的案例分析

要求学前在课前以小组为单位，收集与幼儿教师的权利义务

相关的案例，进行组内讨论与分析，再由小组讨论决定选取 1-2

个典型案例，制作PPT在课堂进行分享，教师进行补充分析和点评。

该实践项目，可以利用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幼儿教师的权利

受侵害的案例，引导学生自发关注幼儿教师的权利与义务的相关

社会热点事件，自主收集案例并运用法律分析和解决问题。熟悉

和掌握运用法律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先分析案例中的违法行为

是什么，该违法行为侵害了他人的什么权利，该违法行为具体违

反了哪部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该违法行为依法应当如何承担责

任。教师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树立权利意识，作为未来的幼儿教

师，必须明白自己依据《宪法》《民法典》《劳动法》《教师法》

等相关法律所享有的权利。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利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除此以外还要树立学生的义务观，

明确一名幼儿教师应当承担的各种法定义务，并且要在实践中严

格依法履行义务，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坚定其依法执教的

理念。

3. 幼儿权利与义务的案例分析

该实践项目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学习《民法典》《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关于幼儿权利以及侵权责任的相关内容。在此基

础上，小组收集与幼儿权利义务相关的案例进行组内分析和分享，

并选择典型案例，制作 PPT 进行课堂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

引导学生，将幼儿作为独立的主体，尊重幼儿、服务幼儿、爱护幼儿，

不能够侵犯幼儿的合法权益。

四、课程思政实践成效及示范效应

（一）实践成效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必修课，肩负

着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使命。经过对我校 2018 级、

2019 级学前教育本科学生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整体教学效果良

好。大部分学生认为课程思政的引入，增强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

政策体系的了解程度，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和国家认同感，增

强了自身的法治意识的同时也对自己作为未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建设者伟大使命的认识更加清晰。

授课教师通过教学实践也发现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能够让课

堂气氛更加良好，师生互动更加密切，形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

（二）示范效应

通过对我校 2018 级、2019 级学前教育本科学生开展《学前

教育政策法规》课程思政实践之后，在获得学生与学校的肯定的

基础上，选修课《大学生实用法律》及小学教育专业课《教育政

策与法规》也开展了课程思政。让课程思政融入更多的课程体系

当中，把专业课程的显性教育和平时日常的隐性教育结合起来，

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使

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三观，建立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

想和目标。《学前教育政策法规》课程所选用的思政要素，与学

生所学专业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可以直接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职业观。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育，

增强学生对学前教育政策的理解，形成其关注国家大政方针，关

注行业发展政策的理念和习惯，有助于帮助学生坚定为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决心，对其个人职业选择和终身发展

意义重大。增强学生对学前教育法规的理解，树立依法治教的信念，

严格依法办事，不违法、不犯罪，对其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优秀

的幼儿教师来讲也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 周小虎 .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第 2 版）[M]. 上海 .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 高恩胜，肖芙蓉 .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M]. 武汉 . 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2022.

[3] 吕雪艳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发

挥作用 [J]. 理论观察，2021（01）：161-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