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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研究——以《学前儿童心理学》为例
梁小艳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佛 山 528000）

摘要：将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进行深度融入的重要途径

是课程思政。本文把学前儿童心理学作为案例，探索在《学前儿

童心理学》课程中，课程思政团队德育建设、思政元素挖掘、思

政资源制作和思政课堂有效实施，在明确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明

确课程思政元素渗透途径、明确“德育”成为《学前儿童心理学》

课程思政的纽带取得的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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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价值

《学前儿童心理学》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旨在

使学生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学概述、学前儿童的感知觉、学前儿童

的注意、学前儿童的思维、学前儿童的想象、学前儿童的言语、

学前儿童的情绪与情感、学前儿童的意志等理论知识，并且在面

向学前儿童教学过程中，能够应用心理学知识解决问题。新时代

背景下，要求高职学生既要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学理论与技能知识，

也要具备团结协作、热爱教育事业、科学探究精神、坚定意志、

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等品质，因此《学前儿童心理学》课程思政

实践研究意义重大。该课程确立为 2021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及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校为该课程提供建设资金，具备一定程

度的资源基础。

二、实施措施

笔者以《学前儿童心理学》第二个学期课程为例，探究课程

思政的实践途径。

（一）教学团队“课程思政”的育德能力

教师作为教学设施的主体，教师落实课程思政的执行效果取

决于教师的德育能力，因此提升教师的育德能力是落实课程思政

的必然途径。行动以思想为先导，从思想政治上引领教师育德能

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团队中

优秀教师的思想先进性为引领。

（二）教学内容“课程思政”的元素挖掘

教学内容与思政的融入不是生搬硬造，而是深入挖掘、细细

考究，才能呈现自然的课程思政效果。

 （三）在线课程“课程思政”的资源库建立

短而精的微视频制作是在线开放课程的核心内容，因此微视

频的制作是教师要掌握一项必要技能。组建微视频制作小组学习

团队，在每月的主题思政活动上安排 1 个团队分享课程思政的微

视频制作经验，并进行讨论、交流和点评，不仅能批量更新优秀

的课程资源，还能提升教师团队的协作精神。本课程结合《学前

儿童心理学》课程知识点，将凝练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进微

视频。

（四）教学课堂“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

实际的教学中，德育课堂教学只聚焦于德育理论，学生的德

育实践能力却缺乏施展机会和空间，以至于效果不佳。以技能教

学为主的职业教育专业课课堂，能为德育提供广阔的展现舞台。

团队通过“期中座谈会”“深入课堂听课”等形式，及时了解学

生学后感以及行为实践发生的变化，并及时反馈给课程团队以不

断改进调整教学方法。本课程的教学形式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主要过程包括课前准备、课中实施、课后评价。下面以“学前儿

童情绪的发展与培养”任务为例进行说明，课前准备为发布线上

讨论，通过完成课前知识点测查：（1）学前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

特点是什么？（2）学前儿童高级情感是什么？其中哪个高级情感

是最重要的？（3）如何培养学前儿童健康的情绪情感？等问题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课中实施观看视频《爸爸去哪》，观后问

题思考，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能力；通过小组讨论强化学生

团结合作能力、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课后发布进阶的活动设计

任务，学生自主完成任务。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任务名称：学前儿童情绪的发展与培养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把握幼儿情绪、情感发展的主要特征；掌握幼

儿良好情感的培养。

2.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对幼教行

业的热爱。

3. 能力目标：能够采用情感规律组织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4. 思政目标：掌握培养学前儿童爱国情感的教育教学方法；

享受幼儿教师教学教育的过程。

教学重点：理解并掌握学前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一般趋势。

教学难点：幼儿良好情绪情感的培养；如何将知识应用于实践。

教学方法：启发式；讨论式；体验式。

教学准备：多媒体和相关教学图片、视频资料。

教学环节

课前准备：

1. 关注“李瑾玫育人知识”“萝卜心理”微信公众号，内部

搜查与学前儿童情绪的相关知识。

2. 预习并了解第九章第二、三节《学前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

特点与培养》内容知识点。

3. 完成课前知识点测查。

（1）学前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特点是什么？

（2）学前儿童高级情感是什么？其中哪个高级情感是最重要

的？

（3）如何培养学前儿童健康的情绪情感？

教师活动：教师分享微信公众号、微博博主号。教师上传测

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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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化 手 段： 微 信 公 众 号， 微 信， 微 博， 手 机， 云 班 课

设计意图课程思政：通过课前预习、课前知识点测查，分享微信，

对本课内容有初步的了解。

课中实施——导入活动

教学内容：案例导入：观看视频《爸爸去哪》节选。

教师活动：教师呈现视频

信息化手段：平板电脑视频

设计意图、课程思政：利用真实案例导入本堂课，力图引起

学生的主动思考，让知识变得立体、生动。

【小试牛刀】

讨论 1：视频中的孩子在情绪情感方面有哪些特点？

讨论 2：视频中的孩子体现了幼儿道德感、理智感、美感方

面的哪些特点？

教师活动：教师呈现问题，并汇总小组表现与得分。

信息化手段：平板电脑

设计意图、课程思政：

1. 以游戏“击鼓传花”的方式请个别同学回答问题，激发学

生的课堂积极性，对学习内容有初步了解。

2. 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能力，引出教学重点。

课 中 实 施 —— 学 前 儿 童 情 绪 情 感 发 展 的 一 般 趋 势

教学内容：【小组讨论】

（1）情绪情感发展的丰富化和深刻化

丰富化表现为：

①情绪过程越来越分化。

②情绪情感指向的事物不断增加。

教师活动：案例分析：当询问幼儿喜爱某位教师的原因时，

小班的幼儿会强调长相和声音等外在因素，而中大班的幼儿则会

把关注点聚集到性格、能力和教育态度及方式等内在的原因上。

这属于什么方面的变化？为什么？（深刻化）

信息化手段：平板电脑

设计意图、课程思政：小组讨论，分析案例，发言交流幼

儿情绪情感发展的丰富和深刻化表现。培养学生团结协助精神。

   课 中 实 施 —— 培 养 学 前 儿 童 积 极 情 绪 情 感 方 法

   教学内容：【提高能力】

（一）培养学前儿童积极情绪情感途径和策略

1. 创设轻松愉快的环境与氛围

（1）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

（2）建立维护丰富温馨的幼儿园环境

2. 成人要用积极的情绪去感染幼儿，让他们形成并且保持积

极情绪

3. 采用多种途径与活动形式，促使幼儿积极情绪得以发展

教师活动：围绕“如何培养学前儿童的情绪情感”，组织学

生分组研讨，将讨论的提纲和主要的培养策略记录在大白纸上。

信息化手段：平板电脑

设计意图、课程思政：分组研讨，组内明确分工，推荐代表发言，

每组代表发言，阐述本组研讨结果。培养学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

竞争意识。

课后评价：各小组之间进行“小试牛刀、小组讨论、提高能力”

三轮竞赛，选出最优小组实践：模拟课堂教学活动。以小组为单位，

开展模拟教学的活动，设计和现场模拟演示主题为培养幼儿良好

爱国情感的游戏活动。

教学反思与教学效果：利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更加

直接的理解所学知识。

运用小组竞赛、合作学习、问题导向的形式，让学生主动掌

控课堂活动。

课堂氛围轻松、语言幽默风趣、语言积极鼓励更加促使学生

引发学习兴趣。

三、实施成效

学前儿童心理学课程不断深化课程思政实践探索，打造体现

学前儿童心理学课程特点的课程思政教学，覆盖教师、学生和人

才培养过程中，实现学生、教师、专业共进步、同发展。实现学

生教育的“血肉”与思政教育的“灵魂”融会贯通，教学成果显著。

（一）明确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立德树人是教师的根本任务。团队以“学院引领、教研室协

同相互配合、主讲教师为主落实”的思路进行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每月主题思政活动中，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课程思政案例分

享活动，逐步形成了课程思政共建共享共商氛围。

（二）明确课程思政元素渗透途径

一是开展理想信念、公民意识、道德准则、使命责任等教育，

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使之与进大纲、进教案、进课程标准、

进教学日历；二是将科技发展史等进行结合建立思政日历。这是

两种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方式。实现三全育人的贯彻落实。

（三）明确“德育”成为《学前儿童心理学》课程思政的纽

带

基于共建共享课程思政案例，实施德育建设，将“德育”与

课程教学相融合，将专业知识传授与道德品行、职业素养、学术

规范培养融为一体，形成体现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的专业德育新模

式。

四、结语

学前儿童心理学具有独特的课程特点，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必

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同时结合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学校、院系、

专业的定位和特色，才能将思政教育与学前儿童心理学课程教学

进行充分融合，展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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