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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高师范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文章在审视学前教

育专业思政现存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核四翼”专业思政的基本路径的探讨。师范教育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

念教育为核心，依托管理思政、全课程思政、生活思政、实践思政四翼达成全程全方位全员思政的新局面，以提高师范教育专业

思政工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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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nduct⁃
ed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normal universi⁃
ties.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basic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one core and four wings”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four-year integrated system for normal education. The normal education major should take moral education as
the foundation and takes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as the core，make the four wings of management，whole curriculum，life and prac⁃
tice to achieve a new situation of all-r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nagement，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norm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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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工作的生命线，师范

教育专业融思想政治教育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

程是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幼儿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基础阶

段，也是人的道德素养养成的最初阶段。学前

教育专业是培养幼教师资的主力军，邓小平同

志指出：“一所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

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

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如何培

养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四有好幼儿

教师”。这是师范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持续

不断思考与探讨的主题。本文以师范院校学前

教育专业为例，在审视学前教育专业思政现存

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学前教育专业四年一贯制

思政一体化的构建路径，以期提高师范院校思

政的实效性，为全面提升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提出新思考。

一、目前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开展思

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思政要求坚持育人与育才的统一、“经

师”和“人师”的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统

一，审视以上标准，学前教育专业思政建设过程

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管理各环节重育才轻育人

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管理层面高

屋建瓴。结合所在学校师范教育专业的各种考

核发现，高校对专业的考核强调专业成果的多

寡；专业对教师的考核强调教师科研成果的数量

与质量，重教师专业能力轻师德师风；教师对学

生的考核强调对知识的掌握，轻德育的引领；学

工科对学生的管理强调制度的执行度，活动参与

频次的考核，轻活动内涵及活动德育建设；学校

对管理人员的考核重管理实效性，弱管理的服务

能力与服务态度的考核。纵观学校的各级各类

的考核导向发现学校在管理过程中存在重智育

轻德育、重育才轻育人的问题。师范院校作为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培养摇篮，重育才轻育人是无法

完成立德树人之根本任务。

（二）各类课程各自为营，协同性差

目前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由“通识

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三部分构

成。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理论课程由学前教育

专业专任教师任教，通识课程由学校统筹调配教

师，教师专业归口于不同的学院，如思政课程的

教师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

的专业技能教师分别来自于音乐学院与美术学

院。思政课程教师的课堂思政水平最高，但课堂

思政与专业结合不紧密，课程教学适用于师范院

校所有专业，思政教育针对专业性弱，无法激发

学生的思政认同感。其他课程思政，一受教师自

身思政水平的高低与思政意愿强弱的影响，不同

教师课堂思政的力度与深度不一；二受课程性质

的影响，不同性质的课程思政难度不同，教师难

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课堂上为思政而思政的现

象时有发生，进而影响课程思政的整体效果。师

范院校要求所有专业进行课程思政学习与研讨，

思政研讨活动以教研室为单位开展，但研讨由于

缺席专业思政教师的引领，思政研讨活动多浮于

表面，专业教师不知如何挖掘思政元素，课程思

政的深度与宽度问题依然存在，教师课堂思政的

随意性大、针对性差。

（三）重教学思政轻生活思政

大学生生活主要由学习与校园生活两部分

构成。课堂教学是思政教学的主渠道，通过课堂

教学可以不断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课堂教学离不

开生活的支持，大量的鲜活案例来源于生活，通

过生活、在生活中，书本中的思政知识才能活过

来，大学生才能进行意义的建构，发挥思政教育

的实效性，张显生命力。反观学前教育专业现有

的思政教育，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同感在逐步提

升，教师课堂教学思政主动性增强，但学院对学

生的课后生活关注低、对大学生活意义的建构关

注更少，任其自由发展，学生或沉浸于网络世界

或奔跑于琴房、舞蹈房，图书馆教育类藏书流通

率低，学生爱书、看书未曾成为生活的常态，古有

“书中自有黄金屋”，现有“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如何营造支持课堂教学的

生活思政新局面，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统

一，发挥生活思政的价值，这是管理层面亟待思

考的问题。

（四）理论输入思政多，实践思政机会少

道德认知的内化离不开道德实践。目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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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程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辅以案例分析、视

频教学，带学生到爱国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的

机会几乎没有，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学习囫囵吞

枣；学前教育专业虽然每学期都安排学生深入幼

儿园见习一周，大四上学期实习，但见习与实习

的考核侧重于幼儿园一日生活、游戏活动的观

察、记录及评析，集体教学活动方案的设计、组织

与实施，环境创设等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理解和

运用，对学生的职业认同、职业情感的考核关注

少；每学期的班级团日活动重活动表现形式，强

调拍照，弱活动内涵与意义建构，学生参与度低，

班级凝聚力不强；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多是学

生利用家庭资源开展社会调查，主题散，针对性

差，学校没有提供专门平台满足学生团队对专题

如教师情怀的养成等的系列探讨、深层次的思考

与实践。在四年学习生涯中，保证了学生专业实

践机会，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思政实践机

会却非常少。

二、学前教育专业“一核四翼”思政一体

化路径构建

为实现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学前教育专业

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坚持育人与育才的统一、

“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显

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统一，结合专业特点，努力

挖掘管理过程中、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中、生活

与实践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调动校园内所有领

域、教育教学各环节、学生工作各方面的育人资

源和育人力量，把抓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实现学

前教育专业四年思政一体化。学前教育专业思

政一体化的核心是“一核四翼”，即学前教育专业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通

过管理思政、全课程思政、生活思政、实践思政四

翼达成管理育人、全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

人的新局面，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全专业思

政，扎实、稳步推动师范教育专业思政工作，提升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新时代幼儿教师

的职业素养夯实基础。

（一）管理思政

管理思政是指管理部门要通过组织与协调

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落实到大学生日常

管理工作中，明晰“以生为本”管理育人理念，形

成“师范教育专业”独特的管理文化。

1.管理在路上，不断调整与完善管理育人制度

二级学院的管理部门要明晰各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重塑与专业相融的管理文化；结合专业

特点制定适合专业发展的管理制度，融入管理育

人的各要素，明晰各管理部门的思政与育人职

责，完善院规院纪；集中培训管理人员的思政水

平，定期考核管理人员的育人现状，督促其提升

服务意识及管理育人的水平；破除各职能部门的

壁垒，建立通畅的部门运行平台，开放便捷的学

生服务通道；强化师德师风的建设，改革教职员

工的评价制度，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价必不可

少的指标体系，违反师德师风的教师执行评优一

票否决制。建立管理工作的自我诊断、反馈、评

价、改进机制，根据人才培养质量不断调整与完

善育人制度，根据不同年级、不同时代需要，制定

适合教学需要与学生发展需要的服务体系，管理

永远在路上。

学生管理要坚持严格管理与关心关爱相结

合。严格、规范管理，即加强师范生法治教育，要

求师范生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在

大是大非面前，管理者要坚持原则与立场，树立

学生的法制意识。同时，管理要严宽、刚柔相济，

关注细节，有“微”有“治”。关心学生的学习、生

活，对学生的所有情况都要了如指掌、了然于心，

对学生的合理诉求及时回应与反馈；关注学生生

活、学习、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心理问

题，如对家庭、社会现象产生的负面情绪，来自学

习、考试、就业的压力，因挫折、恋爱产生的问题

等，帮助学生面对与解决现实问题，大力营造以

服务师生、关心师生的风清气正的管理氛围，在

关心学生、帮助学生、服务学生中教育学生、引导

学生。

2.管理零距离，强化团队建设

师范教育专业隶属于高校的二级学院，管理

人员要管理课堂教学、管理教师，还要管理学生

日常生活，管理与净化校园网络空间，责任重大，

相对于庞大的学生群体来说二级学院的管理人

员数量有限。团队建设是管理机构有效组织的

具体体现，不仅能吸引人才，打造管理特色，更能

激发团队的主动性，发挥团队成员的智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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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凝聚力，有效提高管理的实效。

（1）教师团队建设。教师是学生学习与模仿

的直接对象，教师的道德情操与人格品质对学生

的成长影响重大。吸收教师参与专业管理不仅

能充分调动教职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意识，

同时也能整合与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引领师生

共同成长。以教师工会为核心组建“教师工会流

动站”，帮助有生活困难、家庭问题的教职员工及

物质贫困学生。以党员教师为核心组建“红色服

务队”服务精神贫困学生，开放党员教职工的电

话、微信、专业特长、研究兴趣、服务时间，学生可

根据需求与相关教师对话与面谈，寻求帮助与指

导；党员教师与同年级学生结对，帮扶落后生、考

研学生、特长生、创新创业学生团队；心理专业教

师与心理问题学生结对，点对点心理疏导；以教

科研骨干教师组建“教师教学帮扶站”、“教师科

研成长站”引领青年教师或教学、科研停滞不前

的教师共同研讨与交流，促其成长；以学院书记、

模范党员、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为成员的团队每

学期定期为入党积极分子与推优人员进行党史

学习、个人成长心路历程分享及对话，用党的先

进理念与身边鲜活的案例感染与引领积极向上

的师范生，为其指明方向。

（2）学生团队建设。学生团队建设有利于培

养与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管理者为有想法、有

理想、愿付出、愿作为的大学生搭建平台锻炼其

自理、自治、参政、议政水平，培养有智慧、愿奉

献、有责任担当的学生干部，开展多元的学生活

动，促进学生队伍建设；重视“学生会”队伍的选

拔与管理工作，通过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培养学生爱集体、关心集体、服务集体的情怀，如

学生会学习部组织与督导师范生“三字一话”基

本技能与“钢琴、舞蹈、儿童画、声乐”等专业技能

常规训练，从高年级选择粉笔字、钢笔字、普通

话、钢琴等优秀师范生担当小老师，承担低年级

师范生专业技能的帮扶与指导，这样不仅为低年

级师范生树立榜样，同时增强师范生的服务意识

与责任担当意识；围绕家、国、社会、教师情怀开

展班级特色团日活动、学生党日活动，增强师范

生的社会使命感与社会担当；通过学生基层团队

建设，引领大学生积极向上，积极思考，提高分析

问题、明辨是非和价值判断的能力。

（3）服务团队建设。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校

园生活的运转离不开校内食堂、宿舍、图书馆、医

务所、保卫队等的支持。管理者首先研究和梳理

这些服务部门所承载的育人功能，体现在工作职

责中，对后勤服务人员开展思政培训，提升服务

人员的道德素养、育人意识与工作水平。如生活

区持续开展垃圾分类、节粮、节水、节电、节能等

主题活动，培养学生节约粮食、珍惜资源、保护环

境、爱护地球的责任感；图书馆保障校园内任何

场所全年不间断电子文献资源检索与提供通畅，

纸质文献在寒暑假借阅通畅；建立校园网络安

全、安全校园、防疫联动机制，确保师生员工校园

生活健康、安全、有保障。

（二）全课程思政

师范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由“通识教育

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三部分构成。学

前教育专业的全课程思政，即学前教育专业四年

所有课程思政，将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道德修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思

政元素有层次地融入到各类课程中，建立思政课

程、人文素养课程、专业课程三位一体、相互支撑

的课程思政体系。

1.打造思政课程金课，引领专业课程思政

思政课是全课程思政的基础，也是高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实现全课程

思政，首先要把好第一道门，讲好思政课。思政

课教师要坚定政治立场，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素

养，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模范践行

教师师德师规；其次，认真研读教材，通过集体备

课把准把透教材精神、教材重点、难点，撰写好教

案；积极开展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创新教学形式，

改革教学方法，变传授为对话，激发学生的兴趣，

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研讨，根植爱国主义情

怀；再次，重视思政课程的实践。教师要积极寻

找身边鲜活的教育素材，吸引“活”资源（时代模

范、行业先锋、模范岗位、模范群体）进课堂，学生

与先锋人物对话，倾听他们的成长历程，了解国

情、把握时代大势，播下真善美的种子，萌发时代

责任感；带领学生深入社会，参观与体验模范岗

位、模范群体的工作常态，萌发在日常生活中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情感；最后，

思政课要与专业融合，要考虑授课学生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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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熟悉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把人才培

养目标融入思政课堂教学中，营造具有专业特色

的思政课堂，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职业发展、国

家发展紧密结合，进行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建构。

2.稳步推进各类课程思政，形成课程思政合力

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推进课程思政的重

要前提条件。推动全课程思政，首先要求所有教

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百年党史，通过主

题教育、专家讲座等多元形式帮助教师理解课程

思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线下集中学习、专

题研讨、线上自学等方式提升教师们的政治理论

素养，增强教师的政治觉悟与主动思政意识；重

视教师师德师风、课程思政建设意识与思政能力

的培训，把思政学习纳入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

内容，完善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激励机制。其次，

以教研室为单位研讨并规划专业课程思政的总

思路（见表1），系统研究四年专业课程思政的重

难点，不同年级思政的侧重点及梯度，将知识学

习、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相互融合。再次，组建

专业课程思政团队，聘请思政教师、专业一线名

师、知名思政专家定期参与教研室专业课程思政

研讨，拓宽专业教师思政视野，拓展专业课程思

政元素的宽度与厚度；请身边有经验的专业教师

介绍与分享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开展专题讲座与

研讨，以点带面。最后，组成教师思政小分队，以

课程建设团队为核心开展专业课程思政学习与

课程大纲修订研讨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专业课程教学体系中，修订各类课程教学大

纲，在教学大纲中增设课程思政教学模块，明确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完善教学设计，强化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实效，提升专业课程教师的思政

水平。
表1 学前教育专业四年一贯制思政总思路［2］

纬度
年级

思政侧重点

思政内容

思政考核点

思政总目标

大一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公德

爱国主义教育、民族
精神教育、伦理道德
教育、公民法制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学会生
活、学会学习、学会
交往、学会生存与发
展

立德树人，坚持理想信念教育

大二

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情感的发展
教育信念与责任

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
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
规、教师职业行为及职业
规范、理解与掌握教师职
业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

树立科学儿童观、教育
观、教学观、教师观、社会
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创新
精神

大三

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道德认知
职业认同

遵守幼儿教师的职业
行为和职业规范、理解
与掌握幼儿教师的责
任和使命。理解幼儿
保教工作的意义

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
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
神，认同幼儿园教师的
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
自身专业发展

大四

职业道德实践
职业道德规范

能履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
系，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积
极开展协作与交流

关爱幼儿，尊重幼儿人
格；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自尊自律，做幼儿健康成
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综
合实践能力

（三）生活思政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说：“是生

活就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3］180；只有在

生活中，道德才得以展示。道德生成于生活，

道德教育在生活中，又要引导新生活的建

构［4］。没有经过生活实践检验的道德认识是无

法形成稳定的个人道德品质。生活思政就是

以大学生校园生活为载体，按照大学生日常生

活的规律，有效地组织、调动和利用各种育人

力量和相关要素，对涉及大学生的衣、食、住、

行等方面的活动进行管理，形成育人的合力，

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5］。

1.打造富有师范气息的物质环境

校园生活离不开校园环境。校园环境主要

指校园内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校园内的物

质环境主要是校园内的景观环境——校园内不

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教学楼、图书馆、宿舍

生活设施等。黑格尔说：“建筑自身和理念并没

有必然的联系，但可以通过环境的渲染和造型的

处理，表现出某种象征的含义……使人认识其中

的伦理内容。”［6］29存在决定意识，师范教育专业的

生活环境应是书香园地，在教学楼、学生宿舍、林

间小道、生活区小广场等学生高密度出现的生活

场所，利用已有的建筑结构或植物特点构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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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公共空间，满足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不经

意的交流、研讨，打造大学生自由探讨、自主研

究、不断创新的校园氛围；在校园内专门设置教

育名人名师馆，师范生生活、活动场所之转角设

置各种流动书箱，打造处处有书，处处宜读书的

物质环境，帮助学生走出手机网络世界，用书启

迪学生，塑造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

养学生爱书、读书、研书、思书的好习惯，建立健

康向上的校园物质环境。

2.营造以文化人的校园精神环境

校园内的精神环境主要由学校的校风、教

风、学风、学校的历史传统、学校的规章制度、教

职员工的精神风貌、校园活动、校园网络文化等

共同构成。这些是一所大学的精神和灵魂的外

化。师范教育专业要达到以文育人、以文化

人。首先，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并结合师范专业特点

凝练成鲜明的专业办学理念，体现在院风、教

风、学风中，并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滋润

师生心灵、培育师生品行、培植师范教育专业精

神，引领时代新风尚；其次，加强校园网络思政

文化建设，净化校园网络空间。学前教育专业

要有专门的网络思政平台，推出党史学习、师德

先锋、全国模范教师优秀事迹、优秀毕业生、优

秀在校生、优秀大学教师、优秀幼儿一线教师等

栏目，传播主旋律、培育与弘扬正能量，守护好

网络精神家园，帮助师范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职业观；通过学前教育专业公众号或微

信平台推出“我的校园生活”、“我的实践剪影”、

“社团生活”、“党史学习我想说”、“节假日我做

主”等生活主题，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感悟生

活的真谛，帮助学生学会生活，在生活中锤炼道

德品质，寻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再次，重视师

范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

依托心理学教师培训一批能为学生提供心理问

题疏导工作的辅导员，建立以心理学教师为主，

辅导员为辅的“阳光服务”小分队，定期提供心

理咨询服务，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在宿舍区

建立“我有爱”服务小分队，吸收所有愿意服务

他人的同学为队员，用大爱感化、帮扶生活、学

习、情感中出现问题的同学，营造“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的“家”文化，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实践思政

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需要经历知、情、意、行

四个环节，而积极的情感、顽强的意志与良好行

为的养成离不开大量的道德实践。高校思政要

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挖掘各类实践

资源，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平

台，完善支持与保障机制，引导师生在亲身参与

中增强实践能力、树立家国情怀［7］。

1.提升专业教师的综合实践能力

师范专业的实践思政包括教师的实践和学

生的实践。师范教育专业的教师高校毕业后直

接任教，教师的理论知识扎实但是实践经验薄

弱，教师对职业的道德认知建立在广义的职业

道德层面，对一线幼儿教师的职业生活、职业规

范、职业情操体验不深，教学案例匮乏，无法激

发学生对职业的认同感。因此，学前教育专业

要制定专业教师定期深入幼儿园实践基地锻炼

的制度，特别是新入职教师，如带学生实习、见

习、参与幼儿园的课题研究、教研活动等多种方

式走进幼儿园，了解幼儿园，为专业教师课程思

政提供素材，丰富体验，帮助教师达成“经师”与

“人师”的统一。

2.构建四年全过程大实践格局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实践主要由课程实践、

专业实践（见习、实习）与社会实践（周末、寒暑假

社会实践）三部分组成。课程实践是对课堂教学

的补充与深化，能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

握，一般由专业教师按课程内容的需求安排课程

实践。专业实践分见习与实习，本专业一直坚持

全程实践，专业实践融入学前教育专业四年人才

培养全过程中；见习是学生每学期定期到幼儿园

进行为期一周的观摩与体验，目的是为了逐步增

强学生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认识，逐步培养学生对

幼儿教师职业的认同感，树立愿意从事幼儿教师

职业的意愿；实习安排在第七学期，是对校内理

论教学的检验，也是理论教学转化为个人行为的

重要一环，学生通过实习亲身体验幼儿教师的职

业生活，理解幼儿教师职业的社会责任感、使命

感与社会价值，树立终身从教的信心。

社会是个大课堂，社会实践即把思政课堂与

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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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大社会中学习，认清社会形势，学会生

活、学会交往、学会生存与发展，体会生活的真

谛，在社会大熔炉中锻造学生的品性，磨练学生

的意志，增长学生的才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新时代教师［8］。

社会实践主要有通识类实践、创新创业实践

与党团社会实践。通识类实践是低年级学生根

据兴趣，在周末或寒暑假期间，自由组队开展有

关国情调研、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等的社会实践

活动，通过边看边听边做走近社会、了解社会，养

成独立思考、自我反省、深度研究的意识。创新

创业实践是针对有想法、想创业的大学生而帮扶

的社会实践，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大学生通过市场调查，结合专业

特点与兴趣选择创新或创业主题，学校为其搭建

平台，提供场地与材料，满足其创新创业的基本

需求。党团社会实践主要针对本专业所有团员

或党员学生群体而开展的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

活动，如以班级团日活动为例，各班组织学生到

本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黄桥战斗指挥部旧

址、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旧址、新四军黄桥战役纪

念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烈士

陵园、华东野战军渡江战役指挥部旧址等地进行

参观，倾听革命前辈的感人事迹，萌发爱国情怀，

学会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和民族团结，努力学习

回报社会；学生党员支部分阶段分主题学习井冈

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山区精神、东北抗联精

神、北大荒精神、大庆铁人精神，增进对民族精神

的认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读

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学院党总支组织学生党

支部在寒暑假时间组队走进贫困山区、走进西

部、走进革命老区、走进留守儿童社区，传承革命

精神，结合师范专业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扶贫、

援助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师范教育专业四年一贯制思政一体化构建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整合校内外的一切力量，

同心同向，形成合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养

出新时代的四有好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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