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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学前教育教学中 
刘芳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省惠州市  516023）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在专业基础理论的教育方面很扎实，但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方面却有很大

的不足。本文探索了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将教育的首要目标“立德树人”，融入到学前教育课堂教学中去，在

教学过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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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在对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培养方面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对学生思想教育方面却有很

长的路要走。十九大报告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

“立德树人”。随着 21 世纪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在培养造就人才的同

时，加强思想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实现中

华民族梦的关键。本文以学前教育教学为例从教学

方法与举措方面进行了将“立德树人”的思政教育

融入教学的探索。 

一、新形勢下对“思政教育”的理解 

打开百度搜索，百度百科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定义是：“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

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

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

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

一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

行为活动的规律及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解决

的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如何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引导自身实践的问

题。本人认为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

即对学生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引导：第一，引

导学生形成坚定的马列思主义思想，坚持以克思主

义为指导，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决维

护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治国理念，以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为最高意志，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

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教育。第二，引导学生形成

正确的哲学理念，哲学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认

识化、伦理学和美学。进行哲学思维的引导即要让

学生学会用批判断性的思维认识世界、处理现实中

的问题，全面、发展性地看待事物，形成正确的善

恶行为规范及相应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活动。第三，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当前，传统价值观

中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的观念受西方

所推崇的弘扬个性、尊重个人选择、追求个人发展

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使“90 后”高校学生处

于多样化价值观选择中。因此，加强对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特别重要。具体表现为，一方面

要摒弃封建意识与计划经济中的思维惯性，抵制西

方极端个人主义、功利庸俗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

要吸取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加强如真诚、守信、

勤劳、节俭、忠诚、和谐等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与价

值观念的渗透。同时，吸收西方尊重人的个性与个

人选择，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人本管理理念，形

成具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情怀的中国特色职业价值

观教育内容与方法体系。 

二、课程思政背景下本人是如何将思政元素融

入学前教育教学中的 

（一）明确学前教育教学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当前，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普遍存在专业教

学与思政教育两张皮，思政课教学方法不恰当、不

接“地气”等现象。新时期，研究如何把學前专业

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首

先，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教育社会功能的体现。

教育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学前教育专

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助于促进整

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其次，这是高等教育发

挥育人功能的内在要求。专业课程侧重的是学生专

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如果专业课程中缺少“思政”

的元素，专业课程就容易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导致教育本该具有的“传道、授业、解惑”的首要

功能之“传道”的缺失。因此，只有把专业知识教

学与思政元素相结合，才能将学校立德树人与学生

职业成长相结合，真正引导大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

与职业使命感。最后，这是大学生形成完整人格的

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价值

观引导，价值观引导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大学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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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人格。完整稳定的人格对个体顺利社会化有

积极意义，是个体适应社会、适应工作和生活的基

础。 

（二）把思政教育元素以潜化、细化的方式融

入学前教育教学中。 

本人将思政教育融通到第一课堂（学校课堂）、

第二课堂（家庭、社会实践）、第三课堂（网络课堂），

三个课堂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密切配合。以第一

课堂为主渠道，深入发掘学前教育学的思想政治理

论教育资源，发挥本课程的育人功能。 

1.用好第一课堂的主阵地作用，充分挖掘学前

教育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首先，在第一课堂教

学内容授课中，本人选择结合当前时代主旋律的主

题供学生讨论，例如在“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中，

讲解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后，要求学生结合新

农村建设中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提出建设性看法。其

次，本人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融入思政元素，比

如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情境式教学、小组互动式

教学、体验式教学等，强调“把理论融入故事，用

故事讲清道理，以道理赢得认同，以悟道取代灌输”，

比如在“幼儿发展心理学”课程教学中，讲到教师

心理健康内容时，引导学生对“如何提高幼儿教师

职业道德”进行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争辩过程中

悟道、明理。最后，通过专业课程的课后作业布置

融入思政元素。作业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总结和梳

理。本人布置过这样一项作业：“请运用文献研究法

和实地调查法，写一篇 3000 字的论文，论文题为：

“在幼儿语言教育中，如何融入地方语言”，通过这

项作业提高了学生对地方语言和文化的感知，增强

了民族文化意识，还增强了对家乡的热爱。 

2.利用第二、第三课堂，结合心理学知识与工

具，引导学生把专业课程学习与提高自我道德修养

相结合。 

经过专业实习，部分学生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新

鲜感和职业期待会有所变化，职业成就感会降低。

因此，在学生实习完回到校园后，本人利用第二课

堂，结合积极心理学、幼儿心理学等心理学知识与

理念，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职业道德感并提高自我

修养水平。例如，在专业教学中，结合“幼儿心理

学”课程，把心态调整、情绪管理、沙盘训练等心

理学工具引入课堂。通过学习情绪管理的三步骤（体

查自身情绪——适当表达自身情绪——以合宜方式

缓解情绪），要求学生在日常处理人际关系矛盾时加

以运用，并以心得的方式予以呈现，以便为将来职

业岗位上的情绪管理做准备。 

3.除此之外，本人还充分利用网络，把专业理

念与思政元素相结合。例如利用班级微信群、QQ

群，把学前教育领域的新理念、新气象、新事件以

新闻形式推送，要求每位同学在阅读完后签到并跟

帖，以此为学生订制自己的、充满正能量的专业新

闻，让学生在树立专业意识、形成正确职业价值观

过程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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