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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融入学前教育专业思政课的路径探究 
付小梅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摘要：工匠精神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高校将工匠精神融入学前教育专业课是十分必要的，思政教师要重视对
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本文将从学前教育专业思政教育中融入工匠精神的重要意义出发，研究新时代下思政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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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更加凸

显。在此背景下，各大高校积极探索工匠精神，将工匠精神融入到
各专业领域。学前教育专业通过思政课来宣贯落实工匠精神，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工匠精神的重大意义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全社会

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
路。”2020 年 11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改革开放后，各
行各业的劳动者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将专业专注、精益求精的理念
和要求融入技术、产品、质量、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创造了无数“中
国制造”的奇迹。回顾历史，工匠精神培育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创造了财富。新征程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工匠精神。 

2 工匠精神下的内涵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追求。不骄傲、不满足、不凑合，精益求

精是大国工匠共有的精神气质，正是因为追求完美，才让他们不断
超越自我。 

一丝不苟，是工匠的作风。辽宁沈阳的铆焊专家杨建华，从一
名初中没读完的普通工人到登上国家科技进步奖领奖台，用了 39
年。《铆工工艺学》随便提一个要点，就知道在哪一页；随身携带
记录本，几十年来足足记了上百万字。 

追求卓越，是工匠的使命。很多大国工匠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努力把产品品质从 99%提升到 99.9%，再提升到 99.99%，向
更高、更好、更精的方向努力。 

3 工匠精神融入学前教育专业思政课的必要性 
大学思政课是大学教育的基础，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还能转变学生的思想，并为学生树
立正确的科学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直接对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将工匠精
神融入学前教育专业思政课，首先能够体现学校以人为本的办学理
念，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其次能够唤醒学生的灵魂，帮助他
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为未来走入社会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奠定坚
实的思想基础。 

4 工匠精神融入学前教育专业思政课的路径 
4.1 打造具有工匠精神的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 
高校教师本身具有榜样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因此学前教育专业

需要建立一支具有工匠精神的专业化教师团队。目前部分高校对思
政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思政教育师资也比较薄弱。首先，思政
教师应该对工匠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并重视工匠精神的重大意
义。只有教师本身坚定不移地走工匠精神路线，学生才可以在潜移
默化中追随教师的教育，将工匠精神贯穿到学习生活中。其次，思
政教师要注重为人师表的影响，充分发挥榜样的积极作用作用。学
前教育专业本身具有教育特殊性，因此学前教育的教师要尤为注意
自己对未来的教育者起到的示范作用，教师本身的言行举止就要符
合工匠精神，用师德引导师德，让未来的教育工作们可以在无形中
讲正确的教育意识与工匠精神融会贯通。 

4.2 变革传统的思政教学内容的教学方式 
学前教育专业的思政课大多是公共课，例如思修、近现代史和

马克思主义等。每次上课是四五个班一起上，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
室，两百多号人，课程点到得花掉半个小时。老师一般就是跟着课
程的PPT讲课，或者放一些课程的视频，不知不觉一节课就过去了，
认真听课的人寥寥无几。期末的时候会划重点，因此大家会觉得思
政课没什么意义，因为感觉没有用处，老师教学也不够认真，大家
都是对付过去。因此在工匠精神的引领下，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式。例如：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这本课时，教师就可以
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因材施教，可以将内容重点放在“幼师要
具备哪些道德修养”“如何提升幼师的思想道德修养”上，按照一
定的逻辑顺序，从现象到本质，从面到点进行专业化讲解，这样的
教学内容会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们感受到知识的价值以及在未
来就业时的作用，课堂效果会有很大提升。同时，思政教师在授课
时可以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采用
小组讨论等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研究有关工匠精神的重点课题，进
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学习思政课程《校园文化建设》时，课前可以让学生
们搜集相关资料，课堂上可以采用才艺展示等有趣形式，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课后作业可以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的
内容，设计校园文化手抄报，编写校园文化诗歌等形式。这样的教
学方式既融入了工匠精神理念，又为幼师生未来的工作做好了铺垫
准备。 

4.3 重视思政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 
高校思政课的教材内容相对繁杂，教材种类也是各种各样，而

且随着校园教学的信息化建设，可利用的网络资源也日渐增多。在
此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如何正确开发利用教学资源，是一个
重要问题。首先，在课程资源的选择方面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
挑选专业匹配度较高的教材，其次要注重工匠精神的渗透，挑选工
匠精神元素，考虑办学优势、学生学情等其他要素，将教育资源与
工匠精神进行有机融合。如此一来，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更有条理
性，而且能够深刻把握工匠精神与思想道德方面的联系，起到积极
正面的引导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学前教育专业思政课要重视工匠精神的重大意义，

积极融入工匠精神教育，激励学前教育生走正确思想路线，锤炼工
匠精神，唤醒育人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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