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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保育员
职业道德素养

1. 能熟知保育员职业道德的相关要求。

2. 能懂得保育员职业道德的意义，理解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内涵。

3. 能识别职业道德要求，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保育员在岗位工作中，能够时刻约束自己的不当行为，不断提升个人职业道德

素养。

学习本项目首先要熟知保育员职业道德的相关要求，并能深入理解保育员职业

道德的意义。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遵守保育员职业道德

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主动、自觉地践行保育员职业道德的相关要求，不

断提升个人的职业道德素养。

学习目标

思政目标

本章导学

保育员职业
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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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保育员职业道德概述

情景导入

入托携程亲子园本来是携程公司为员工子女提供的一项高福利待遇，但竟以悲剧收

场。家长从视频监控中看到自己 17 个月大的孩子被喂芥末，导致幼儿肠胃出现严重不适，

频繁拉肚子；还有家长发现孩子的耳朵是红肿的，身体上有多处淤青。

“幼儿园老师给不听话的孩子扎针”“幼儿园老师给幼儿擅自服用安眠药”“幼儿园

老师指使幼儿之间互扇耳光”……这些现象令人毛骨悚然。同学们，你们认为为什么会

出现“虐童”事件呢？ 

知识梳理

一、保育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道德区别于法律。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道德一般不

具有强制性，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与规

范，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及个人品德四个方面。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

具体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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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与联系 法律 道德

区别

产生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不同
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一

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是
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

表现的具体形式不同
是具体的、规范的、成文的，由

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
一般没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存

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实现的方式和约束力不同 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非强制力

联系 调整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图 2-1-1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

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各项行为规范。职业道德

的自我约束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惯例及个人内心信念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

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保育员职业道德是指保育员在

托幼园所等学前教育机构工作期间自觉遵守的、符合社会公众价值观的行为准则与规

范。保育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包括四个方面。

（一）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保育员应当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保育员是婴幼儿的观察者、照料者，未来还将是婴

幼儿的研究者。保育员工作不仅是个人维持生活的来源，也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的职业。保育员应当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方

针，理解保育员工作的意义，具有奉献精神。

（二）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保育员应当树立正确的儿童观，读懂婴幼儿的需求与需要，做到尊重与关爱婴幼儿。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了解儿童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其二是

明确儿童期的意义，知道儿童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身为保育员，要关爱婴幼

儿，将婴幼儿的安全与健康放在第一位，尊重婴幼儿人格，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婴幼儿。

（三）树立正确的保育观

1. 保育员应坚持保教并重的原则。“保”是指保育，而“教”是指教育。0~6 岁的婴

幼儿既需要成年人的照顾，也需要接受教育。“一日生活皆课程。”因此，保育员承担的

角色不仅是婴幼儿的照顾者，也应该是婴幼儿的教育者。

2. 保育员应坚持科学保育的原则。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保育员这一职业有很深

的误解，认为保育员不需要相关的知识技能培训，但事实并非如此。保育员每天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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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多为 0~6 岁的婴幼儿，这个年龄段的婴幼儿身心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期，科学的保育

有利于婴幼儿健康、茁壮地成长。

3. 保育员应坚持家园共育的原则。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颁布，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幼儿园家园共育中，保育员应该积

极参与进来，了解幼儿的在园、在家情况，为家长提供适时的建议与帮助。

（四）树立正确的自我发展观

保育员应该树立正确的自我发展观，重视反思与自主专业能力的发展，能够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明确职业生涯规划，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升个人的专业

素质与能力。

二、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的意义

道德是社会对人的一种非强制性的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稳定的

观念、风俗等。保育员职业道德对社会及保育员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保育员遵守职业道德是社会的要求

保育员这一职业是随着社会发展分工后出现的，是满足于人们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存

在的。因此，社会公众对于保育从业人员在职业出现之初就有一定的期待和要求。

1. 保育员职业道德是一种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

多变的关系，这其中的很多关系都难以用法律进行界定，而只能靠道德进行约束。例如，

保育员消极对待工作就很难从法律的层面解决，但可以通过道德的力量加以改变，提升

保育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增强保育员的职业责任感，激发保育员的内在驱动力，从而积

极地投入工作之中。

图 2-1-2 保育员职业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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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育员职业道德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需要。保育员在完成日常保育工作时，

需要将中华传统美德贯穿于一日工作之中。保育员的行为举止是婴幼儿模仿和学习的对

象，因此，保育员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传播者。

（二）保育员遵守职业道德是职业的要求

保育员工作的对象、环境、职责等都要求保育员需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婴幼儿作

为未成年人，需要社会、教育机构的安全保护。安全保护不单单是指对未成年人人身安

全的保护，还指对其心理健康安全的保护。只有在良好的环境下，婴幼儿才能健康、快乐

地成长。各行业从业人员都需要遵守职业道德，保育行业人员也不例外。职业道德有助

于规范保育员日常保育工作的行为与规范，从而建立和维护良好的行业形象。

（三）保育员遵守职业道德是个人发展的需要

保育员遵守职业道德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助于推动保育员完

成各项保育工作，积极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升职业认同感与幸福感，主动解决工作

中的困难，提高职业胜任力。

知识拓展

团队协作

幼儿园的班级教师与保育员需要相互协作才能开展好班级的各项工作。下面是团队

协作的五条建议：

图 2-1-3 保育员职业道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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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成共同的工作目标。团队间的成员需要达成共同的工作目标，才能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为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从而增强团队的向心力。

2.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明确的分工有利于划分相应的工作职责，各成员之间才能

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成员的优势。

3. 加强沟通。团队成员间的相互沟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沟通才能高效地了解

各成员的想法，从而达成观念与行为上的一致。

4. 实现资源共享。实现资源的共享可以最大程度上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5. 奉献精神。各成员需要具有奉献精神，在一个团队里大家互帮互助，不计较个人

得失，才能形成团队的凝聚力。



项目二 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

029

任务单

知识检测

学习评价表

知识点：保育员职业道德要求

评价标准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具有正确的职业观

具有正确的儿童观

具有正确的保育观

具有正确的自我发

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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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下班后，保育员李老师看到班级教师正在做环境创设，于是主动留下来和两位老师

一起加班完成工作任务。第二天，一位年长的保育员悄悄对保育员李老师说：“姑娘，以

后不要犯傻啦，你都下班了怎么还主动留下来加班呢？环境创设又不是你的工作职责，

你帮她们，她们也不会帮你完成任何工作的。”

同学们，请问你们是如何评价年长保育员的劝说呢？如果你是李老师，接下来还会

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助班上的其他老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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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备考

单选题：

1. 下列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的职业道德标准的一

项是（  ）。

A. 爱岗敬业  B. 诚实守信  C. 诚信友善  D. 奉献社会

2. 下列不属于保育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  ）。

A.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B.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C.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D. 树立正确的自我发展观

3. 下列属于保育员职业道德的最基本要求的一项是（  ）。

A. 照顾好每一位婴幼儿  B. 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C. 关心、爱护与尊重婴幼儿  D. 良好的仪容仪表

4. 保育员须自觉遵守的、符合社会公众价值观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被称为（  ）。

A. 职业责任  B. 职业规范  C. 职业道德  D. 职业守则

判断题：

1. 保育员必须恪尽职守。（  ）

2. 保育员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减少消毒的次数。（  ）

3. 保育员遵守职业道德将损害个人利益，不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  ）

4. 有效的沟通有利于帮助我们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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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的提升方法

情景导入

保育员丁老师今年刚毕业，进入一家幼儿园从事保育工作。最近，她感觉压力特别

大，起因是她所在班级内的一名幼儿不爱睡午觉，甚至影响其他幼儿午睡。尽管她先后

尝试了多种办法，却收效甚微，她十分苦恼，在面对该幼儿时会不自觉地想要发火。她知

道自己现在的想法是不对的，但是不知道怎样调整自己的状态。

同学们，在保育员的职业生涯中，你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丁老师，你

会怎么做？

知识梳理

一、保育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素

（一）保育员的职业理想

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理想是指路的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

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理想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人具有导向作用、调节作用及激

励作用。作为道德范畴的职业理想，是指一定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在一定的

职业和从业者人格上的完全实现。树立积极的职业理想，有利于保育员明确工作的目的

和意义，促进职业生涯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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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育员的职业责任

职业责任是人们在一定的职业活动中承担的特定的职责 , 它包含人们应该做的工作

以及应该承担的义务等，又称职业职责。从事职业活动的职业工作者是否履行自己的职

业责任，是评价其是否称职、是否胜任工作的重要尺度。职业责任作为职业活动最重要

的目标，它规定和影响着职业道德。保育员作为在托幼园所、社会福利及其他保育机构

工作的从业者，需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以及所在机构的各项规章

制度 , 对婴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工作。

（三）保育员的职业态度

职业态度是人们在职业地位、思想觉悟、道德品质、价值目标影响下形成的对自己

所从事工作的认识及其劳动态度。态度决定行为，保育员应该保持良好的职业态度与职

业作风，具有主人公的意识，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吃苦耐劳、尽职尽责、精益求精，保持初

心与活力，注重发挥工作创造性。

二、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内涵

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是指：保育员在从事婴幼儿保健与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遵循

的、符合一定社会道德的行为准则与标准。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既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

职业道德规范，也包括保育行业特殊的职业道德规范。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内涵主要

包括六个方面。

（一）爱岗敬业，依法执教

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保育员做到爱岗职业、依法执教。

图 2-2-1 爱岗敬业 图 2-2-2 关爱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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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与敬业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爱岗是敬业的基础，敬业是爱岗的升华。爱岗敬业

需要我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化职业职责，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素养。

《幼儿园工作规程》中规定：“幼儿园教职工应当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具有良好品德。”

保育员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相关规定，完成岗位工作，履行岗位职责。

（二）关爱儿童，保教并重

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保育员做到关爱儿童、保教并重。

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中也要求，“要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关爱幼儿，尊重幼儿的个体

差异性”。

0~6 岁的婴幼儿相较于小学生、中学生而言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的身心发展并不

完全，是柔弱娇小的，因此需要成年人的细心照料。此外，0~6 岁是人身心发展的重要阶

段，因此要保育与教育并重，不能偏废一方。

（三）身体力行，以身立教

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保育员做到身体力行、以身立教。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婴幼儿的学习主要通过模仿，因为婴幼儿

的好奇心强、心智不成熟，尚不能很好地辨别好坏，很容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模仿大人

不良的语言、动作与行为。

“生活即教育。”保育员的言行举止是婴幼儿模仿的对象，不良的行为会对婴幼儿的

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婴幼儿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保育员应当做身体力行的教育者，

促进婴幼儿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图 2-2-3 以身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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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尊重家长，热情服务

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保育员做到尊重家长、热情服务。

家园共育是幼儿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幼儿园工作规程》中要求：“要与家长

经常保持联系，了解幼儿家庭的教育环境，商讨符合幼儿特点的教育措施，共同配合完

成教育任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保育员需要与家长做

好沟通，与家长交流幼儿在园一日生活的情况，并积极向家长了解幼儿的在家情况，从

而形成对幼儿全方位的了解，以便为家长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育儿建议与意见。

同时，保育员在工作中难免与家长产生矛盾或冲突，这个时候应该多站在家长的

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能够以专业态度与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热情地解答家长的

疑惑。

（五）师德高尚，奉献社会

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保育员做到坚守底线、奉献社会。

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明确指出：

“要坚守廉洁自律。严于律己，清廉从教；不得索要、收受幼儿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家长付

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不得推销幼儿读物、社会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

利。”保育员应当坚守职业道德的底线，正确处理工作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到公正无

私地对待每一位幼儿。保育员应当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抵制社会的不良风气。

图 2-2-4 尊重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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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结合作，终身学习

保育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保育员做到团结合作、终身学习。

幼儿园的每个班级里一般配有两教一保，三位老师之间需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这样才能有序地开展班级的相关工作。保育员要正确处理与同事之间、家长之间的关系，

只有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才能促进幼儿健康快乐的成长。

保育员还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技能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保育员还要在实践的过程中重视反思与总结，成为婴幼儿的观

察者与研究者，更好地推动保育事业的发展。

图 2-2-5 师德高尚

图 2-2-6 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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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的修炼

“修炼”一般是指“修心炼身”。“炼身”是指使身体更加健康；“修心”则是指不断

修正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提升人生境界的目的。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的修炼是一个认

识与实践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一）坚持不断学习，更新职业道德认识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不断改变着我们的工作与生活。过去对婴幼儿的照料及照看

方法已经难以满足人们今天对婴幼儿的保育需求与需要。保育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感知社会的变化，明确社会对于行业的要求，不断更新保育

职业道德知识。过去，人们对于婴幼儿保育更多关注对身体的照料，较少关注婴幼儿的

心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单满足于对婴幼儿身体的照料，更多地开始关

注婴幼儿的心理健康。这也决定了过去人们所说的“虐待儿童”是指对儿童进行体罚，而

现在人们所说的“虐待儿童”也指冷漠地对待儿童。可见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于职业道德

的理解不一样，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保育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也会有新的时

代特征。因此，学习不单单是对幼儿教师的要求，也是对保育员的要求。

保育员和幼儿教师在观念上的差距正逐年缩小。事实上，保育员与幼儿教师在地位

上没有高低之分，只是职能分工不同而已。保育员也要向高标准看齐，做好职业生涯规

划，坚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职业道德知识，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实践中做出判断，增强职业道德情感

职业道德在很多时候是个人的自我审视。遵守职业道德有时会与个人利益相冲突，

因此，个人只有在反复的实践中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与选择。职业道德情感是人在

职业活动中，因遵循一定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与准则而产生的愉快、憎恶、信任、同情等

较为持续稳定的内心体验。当职业道德情感与职业道德判断统一时，职业道德情感对职

业道德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当职业道德情感与职业道德判断存在偏差时，职业道德

情感会对职业道德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职业道德情感具备评价与调节

的作用。

此外，职业道德情感还具备信号的作用。职业道德情感可以通过各种表情、动作来

示意行为的道德价值。当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受到社会公众普遍认可时，就会影响整个

社会的道德风尚。职业道德情感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与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接受教

育获得道德认识，并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道德判断，从而培养积极的职业道德

情感，帮助提升个人职业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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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于律己，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

人的行为主要是由习惯支配，而习惯是一个人日积月累养成的生活方式。奥维德说：

“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习惯会减少人们面对问题做出判断的时间，也会简化

人们行动的流程，就好比医生在救援时可以立刻根据伤员的伤情做出判断一样。只有严

于律己，并经过长年累月地积累，良好的道德行为才会成为一种习惯，而良好的道德习

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消极情绪的不良影响。“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保育员职业道德行为的培养需要在日常的保育工作中一点一滴地

积累，需要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不断坚定。

（四）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坚定职业道德信念

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职业道德信念是人们在提高职业道德认识

的过程中，在职业道德情感的内在驱动下，表现出的职业道德行为的责任感。职业道德信

念是自我反省、自我监督的内在驱动力，会驱使保育员自觉将每个婴幼儿与自己相联系，

主动承担保育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于保育员来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句

停留在表面的口号，而是需要不断践行，在信念一次又一次动摇时，继续坚守保育员的职

业道德信念，收获更多的职业幸福感。

知识拓展

树立职业生涯规划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保育员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可以有效地将集体利益与个

人利益相统一，减少矛盾的出现。保育员应该把握好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实现个人的职

业生涯目标。下面将为同学们介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一般步骤与方法：

1. 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估。一个人首先要能正确认识自己，既要认识到自己的优点，

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短处。个人可以结

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思维方式等维度对自己进行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2. 对所处环境进行分析。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在对自己进行有

效评估、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后，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预估未来行业的发展。例如，0~3 岁

托育机构最近备受关注，同学们可以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做一个市场细分评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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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入了解所处环境的优势与劣势，才能趋利避害，让你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具现实可操

作性。

3. 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目标是人前进的灯塔，在进行自我评估和所处环境分析后，

就可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确定发展目标是职业生涯规划的重中之重。

4. 制订与目标相一致的行动计划与措施。“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目标固然重要，

但是不付诸努力与实践是难以实现的。在制订行动计划与措施之前可以先跟岗学习，或

者询问相关从业人员，以在前期对职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了解，能够有针对性地制订

行动计划及措施。

5. 及时进行反馈与评估。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同学们需要根据时间节点对自己

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反馈与评估，适时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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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单

知识检测

学习评价表

知识点：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的修炼

评价标准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能关心国家大事、时

事政策

能遵守保育员职业道

德规范

能热爱幼儿，坚定职

业道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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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教师节当天，保育员王老师收到班级幼儿跳跳妈妈送的一束鲜花，跳跳妈妈感谢王

老师一直以来对跳跳的关心与照顾，王老师很高兴自己的工作得到家长的认可。下班后，

王老师发现鲜花的包装袋里放着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钱，王老师一时间陷入了迷茫。

请问，如果你是王老师，你会怎么做呢？请说明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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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备考

单选题：

1. 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A. 保育员与幼儿教师并不存在主次关系，只是工作分工不同

B. 保育员的日常保育工作可以依据保育员自己的情况决定

C. 保育员不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D. 保育员不需要掌握婴幼儿教育的相关专业知识

2. 以下不属于职业道德外界约束的是（  ）。

A. 新闻媒体  B. 家长监督  C. 单位管理  D. 自我约束

3. 保育员的工作对象是（  ）。

A. 在园幼儿  B. 小学生  C. 中学生  D. 病患

4. 下列不利于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提升的是（  ）。

A. 坚定理想信念  B.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C. 安于现状    D. 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

判断题：

1. 保育员职业道德素养的修炼不需要外界的监督。（  ）

2. 保育员需要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

3. 保育员的言行举止对婴幼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4. 保育员的知识能力最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