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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事幼儿园保教工作的实际能力，掌握设计

和组织幼儿园区域、游戏、领域教学的基本方法，

具备组织与指导保教工作的实践能力和美育能

力；又提高团队合作意识、自主发展、反思与评价

能力等目标。

在价值、知识与能力目标融合的达成中，促

进幼师生内化自身的思政观念与专业知识，增强

热爱儿童、热爱幼教之情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逐步形成科学的“价值观、法治观、师德观和教育

观、儿童观、游戏观、课程观”等，成为政治合格、师

德优良、专业素质良好的幼教生力军。如图 4 所示。

      

 （二）内容融合——课程思政承载面

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基本载体，

要善用专业课程体系的文明禀赋。人文学科和艺

术学科课程体系，涉及人文情怀的涵育，是培养

真、善、美之心的课程［11］。 为此，专业内容是专

业课程思政的实体，也是课程思政的内涵所在。在

目标融合点的引领下，要以内容融合为载体，深化

课程思政。依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

幼儿园职前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内容，要在“儿

童发展与学习，幼儿教育基础，幼儿活动与指导，

幼儿园与家庭、社会，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教育

实践”六大学习领域中承载思政内容［12］，结合学

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可从“基础理论、

领域教法、综合艺术和教育实践”等课程模块中

融合思政内容，形成专业课程思政的多维承载面。

如图 5 所示。

一是依托基础理论课程，为学生夯实教育原

理和职业根基。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学前教育

原理；幼儿认知与学习；教育诊断与幼儿心理健康

指导；课程与教学理论；幼儿教育政策法规；幼儿

园教育评价等基础理论课程中自然承载思政内

容，既挖掘各课程的思政内容，又赋予各课程思政

的内容。引导学生发展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促进

学生形成价值理念、法治观念和师德品质，奠定课

程思政的基础内容。

二是依托领域教法课程，为学生增强保教认

知和专业素养。在“幼儿游戏与指导；教育活动的

设计与实施；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语言

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

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

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等主干课程内容中承载思

政观念和专业知识的整合。

三是依托综合艺术课程，为学生涵养美育

品质和红色精神。在“教师语言技能；音乐技能；

舞蹈技能；美术技能”等课程内容中承载“真善

美”“德艺双馨”和艺术技能的整合，促进学生在

艺术的殿堂中陶冶情操、涵养学问、提高素养，以

美育人，成为幼儿美育启蒙的引路人。

四是依托教育实践课程，为学生提供锻炼平

台和创业阵地。通过循序渐进的大二学期的教育

见习、大三上学期的集中实习和大三下学期的顶

岗工作实践等，整合课程思政内容，承载师德实践

体验与践行、引领学生在幼教机构等职业现场，去

接触教育对象，了解幼儿的身心特点，学会观察解

读幼儿，能够尊重幼儿个性特征，遵循幼儿学习发

展规律，感悟幼儿教育的真谛。

三、四重模式创新专业课程思政途径

早在 19 世纪，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就提

出了“教育性教学”原则，指出：“教学如果没有

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

育如果没有教学，只是一种失去手段的目的。”［13］ 

为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在实施中始终要贯

穿“教育性教学”原则，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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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性”功能，应用相嵌、融合与深化的思路及策

略，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认知、吸纳与内化”

原理，创立多通道的活动途径，创新以“相嵌—认

知、融合—吸纳、深化—内化、示范—带动”为特

点的四大活动模式，将深入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有

效实现课程思政的预期目标。如图 6 所示。

                            

                                                       

（一） “相嵌—认知”的挖掘与联结模式

“课程思政”建设可依据知识的性质与类别

采取嵌入式机制和迁移式机制。从嵌入式机制探

索，“相嵌—认知”模式是课程与思政相互嵌合联

结，促进感知和认识。即专门安排思政环节，使思

政内容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相互连接，增进学生

的认知和理解，促进思政观念的树立与形成。此模

式需要挖掘、提取出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师德规

范和儿童观教学观等思政内容，在课程教学各内

容中有机地嵌入、联结一起，达成“内容相嵌、增

进认知”的目的。如，《幼儿园游戏》课程，在每次

教学中专门安排课前 3 分钟游戏评析或试教评议

作为“思政时光”。9 月份结合教师节主题，在课

前嵌入歌表演“老师的眼睛”，带领学生以幼儿的

视角在表演中感受幼儿教师的美和大爱，激发对

教师的热爱和崇敬。此方式即为“相嵌—认知”

模式；同时，在学习各类游戏组织方法之后，开展

片段试教和小组讨论，嵌入师德、儿童观念、教育

政策等内容评析，也是有意挖掘和嵌入思政内容，

引发学生联结相关知识经验，体会其中的幼儿游

戏特点、师幼互动与游戏观念等，在专门嵌入、联

结的环节中促进学生对价值观、教育法规、教学观

等的学习认知，增强思政教育。

（二） “融合—吸纳”的归并与整合模式

此模式也是嵌入式机制的深化实践，是将课

程与思政的内容实施融为一体，促进吸收接受。即

随机渗透思政元素，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自然而然

地融合，与课程内容学习浑然一体，增进学生的吸

收与接受，并与已有认知融为一体。此模式需要教

师提前做好知识和观点的归并与整合，并力图通

过融合与吸纳，促进学生思政观念的归并与整合，

达成“实施融合、增进理解”的目的。如，在《幼

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语言）》课程的谈话、

讲述、听说游戏、文学活动和早期阅读等各类型

教学中，归并出“儿童立场、游戏形式、爱家爱乡

爱国情感”的主元素，将之与各自具体的教学内

容和指导方式相整合，呈现立足幼儿兴趣需要的

“围绕社会热点话题的谈话、富有爱国情感的讲

述、充满游戏趣味的听说、快乐积极昂扬的文学、

优秀文化传承的阅读”等语言教育内容，自然融

合科学观念和爱国情怀的教育，促进学生的理解

吸纳。

（三） “深化—内化”的专项与系列模式

从迁移式机制的角度探索，此模式是深化课

程与思政的渗透结合，促进消化内化。即通过专项

的和系列化的思政教育，在课程教学的每一模块

每一环节中不断强化价值观、教育观的内涵理解，

逐步深入细化内化思政教育。此模式需要形成主

题式的专项思政和系列化的思政活动，达成“深

入理解、内化于心”的目的。如，《学前儿童教育概

论》课程设置“环境育人润心、保育工匠精神、教

育科学态度、家长合作共育、名家幼教情怀”等模

块的专项思政和实习实践中“适岗期了解幼儿—

乐岗期解读幼儿—爱岗期尊重幼儿”等主题的系

列化思政，通过“访谈、调查、读书会、名师拜访、

与幼儿交朋友、师德故事、见实习报告”等形式，

不断深化思政内涵和思政教育，促进学生深入理

解和产生内化，增强专业素养和师德教育，牢固树

立科学先进的保育教育观和儿童观。

（四） “示范—带动”的分享与激励模式

此模式是迁移式机制的深化实践，是以优秀

典范作为示范，辐射带动更多同学共同提升。即通

过课程思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示范作引领，

促进学生在言行中体现良好的政治面貌和价值观

念，热爱幼教工作，以身作则展现幼师生的良好素

质，以良好品行带动周围的同学共同学习分享、共

同激励进步，成长为品学兼优的师范生。此模式需

要为学生提供分享学习与相互激励的契机与平

图 6  四重模式创新   

颜晓燕：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实践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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