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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强国必先强师ꎬ强师必先铸魂ꎮ 铸魂强师首先要培养教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

观ꎬ这需要持之以恒抓好师德师风建设ꎮ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ꎬ必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ꎮ 教育家精神能够为

师德师风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指引力、精神推动力和价值引导力ꎮ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ꎬ重点要抓好理想信念教

育、法纪法规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ꎮ 在路径选择上ꎬ要以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引领ꎬ通过加强理想

信念建设、法纪法规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ꎬ着力培养教师的崇高理想、守法意识和道德情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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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兴则国家兴ꎬ教育强则国家强ꎮ 教育始

终是强国兴起的战略支撑ꎬ教师始终是民族复兴

的推动力量ꎮ 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ꎬ教师是关键ꎮ 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把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教师培

养好ꎬ把师德师风建设好ꎮ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ꎬ为
教师队伍立德铸魂ꎬ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的

一件大事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教育家

精神铸魂强师行动ꎬ加强师德师风建设ꎬ提高教师

培养培训质量ꎬ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

伍ꎮ” [１]他明确指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

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ꎮ” [２] 把师德师风上升到评

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ꎬ凸显了师德师风对

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引领作用ꎮ 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ꎬ为新时代教师立德铸魂ꎬ一刻也离不开榜样的

力量和精神的激励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

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ꎬ为我们建设政治强、信念

坚、本领高、作风正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引领力和价值塑造力ꎮ

　 　 一、教育家精神的科学内涵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９ 日ꎬ在第 ３９ 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专门致信全国优秀教

师代表ꎬ他在信中首次提出并系统阐发了中国特

有的教育家精神ꎬ并将其内涵概括为“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

情操ꎬ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ꎬ勤学笃行、
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ꎬ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

之心ꎬ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３]３６六个

方面ꎮ 其中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ꎬ这
是新时代教师必备的综合素质之魂ꎻ言为士则、行
为世范的道德情操ꎬ这是新时代教师必备的综合

素质之根ꎻ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ꎬ这是

新时代教师必备的综合素质之基ꎻ勤学笃行、求是

创新的躬耕态度ꎬ这是新时代教师必备的综合素

质之本ꎻ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ꎬ这是新

时代教师必备的综合素质之源ꎻ胸怀天下、以文化

人的弘道追求ꎬ这是新时代教师必备的综合素质

之泉[４]ꎮ 教育家精神与“四有”好老师、“四个引

路人”“六要”“大先生”等重要论述一脉相承ꎬ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的集大成思想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

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ꎬ不仅深刻回答了什么

是教育家精神ꎬ而且科学回答了怎样培育教育家

精神ꎬ深化了我们对教育发展规律和教师成长规

律的认识ꎬ为我们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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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ꎬ
为加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

述ꎬ是对新时代教师进行师德师风教育的最好教

材ꎮ 教育家精神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

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ꎬ正是教育

引导新时代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
养扎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的最好精神食粮ꎮ

　 　 二、教育家精神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

(一)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提

供思想指引力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ꎬ承担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ꎬ肩负着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ꎬ是建设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依靠力量ꎮ 因

此ꎬ必须把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新时代教

师培养好ꎬ教育引导广大教师不忘教书育人的初

心ꎬ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ꎬ通过砥砺理想信念、陶
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ꎬ努力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ꎬ自觉

“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ꎬ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

一ꎬ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ꎬ坚持学术自

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 [５]２７８ꎬ努力做“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３]３４的

新时代好教师ꎬ更好地承担起“做学生锤炼品格

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

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６] 的

职责ꎮ
教育家精神蕴含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理想信念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ꎬ启智

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ꎬ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的躬耕态度ꎬ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ꎬ胸
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ꎬ正是教育引导广

大教师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的最好精神食粮ꎮ 其中ꎬ“心有大我、至诚报

国”是对教师理想信念的信仰要求ꎻ“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是对教师品德修养的人格要求ꎻ“启智

润心、因材施教”是对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要求ꎻ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是对教师知行合一的实践

要求ꎻ“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是对教师仁爱精神

的道德要求ꎻ“胸怀天下、以文化人”是对教师立

德树人的使命要求ꎮ
通过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ꎬ使广大教师都能

够以教育家为榜样ꎬ在思想上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ꎬ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ꎬ
“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

厚” [７]６４ꎬ“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

者” [７]７０ꎮ 在师德上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ꎬ坚
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

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８]２２ꎬ努力“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

者” [９]１３３ꎮ
(二)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提

供精神推动力

新时代教师承担着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神

圣使命ꎬ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

品质、文化素养是时代赋予教师的神圣职责ꎮ 因

此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ꎬ新时代教师都必须坚

守以立德为根本、以树人为核心的初心不动摇ꎮ
要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ꎬ使之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ꎬ离不开建设一支高素质教

师队伍ꎮ 对此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ꎬ
关键在教师ꎮ 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

能力和水平ꎮ” [２]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四
个引路人”的总要求ꎬ建设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新时代教师队伍ꎬ必须高度重视传承和发扬包

括教育家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ꎮ
教育家精神所提倡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仁

爱之心和弘道追求ꎬ无不反映出新时代教育家立

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ꎬ其蕴含

的使命担当和爱国情怀ꎬ必将激励广大人民教师

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而潜心治

学、虔诚问道、悉心育人的信心和决心ꎮ 教育家精

神作为激励新时代教师努力在铸魂育人上展现新

担当、在改革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

发新面貌的最鲜活教材ꎬ必将对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发挥精神涵养、文化滋养和观念培养的作用ꎮ
(三)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提

供价值引导力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ꎬ需要一大批各方面各领域的优秀人

才ꎮ 这对我们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ꎮ” [２]提高教师综合能力和素质ꎬ不断激

发广大教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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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和毅力ꎬ离不开榜样的力量ꎮ 人民的好老师、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张桂梅就是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典型代表ꎮ 她把自己的

一生都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ꎬ把自己无私

的爱都倾注在学生身上ꎬ帮助大山里的孩子筑梦、
追梦、圆梦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教育家精

神ꎮ 人民教育家于漪、卫兴华、高铭暄ꎬ他们身上

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使命追求与

创新精神ꎬ为新时代教师完善人格、提升素质、增
强本领提供了价值引导力、道德选择力和精神驱

动力ꎬ是激励新时代教师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强

大精神力量ꎮ
新时代教师要像教育家一样ꎬ既要有“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的高远理想ꎬ又要有“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ꎮ 在教书育人方面ꎬ既要

树立“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使命意识ꎬ又要践

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情怀ꎮ 在师德师

风方面ꎬ努力“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

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ꎬ带头树立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积极倡导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ꎬ做到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ꎬ既以德立身、以德立学ꎬ又以才施教、
以才增智ꎬ以自己的高尚情操塑造学生ꎬ以自己的

优秀品德影响学生ꎬ让学生从中感悟人格的魅力、
信念的价值、道德的力量ꎬ从而激发学生向上向善

的学习动力ꎮ

　 　 三、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ꎬ必须抓好教师理

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

想信念”置于教育家精神六大内容之首ꎬ凸显理

想信念之于教师的极端重要性ꎮ 人无信仰则不

立ꎬ国无精神则不强ꎮ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ꎬ始终是新时代教师安身

立命的根本ꎮ 对此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ꎬ新时

代教师“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信心” [１０]ꎮ
对新时代教师来讲ꎬ有没有理想信念ꎬ决定着

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ꎮ 一个人如果“有
了坚定的理想信念ꎬ站位就高了ꎬ眼界就宽了ꎬ心
胸就开阔了ꎬ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经受住

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ꎬ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

侵袭ꎬ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７]５９ꎮ 反之ꎬ如果

“没有理想信念ꎬ理想信念不坚定ꎬ精神上就会

‘缺钙’ꎬ就会得 ‘软骨病’” [７]５７ꎮ 对此ꎬ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强调:“坚定理想信念ꎬ坚守共产党人

精神追求ꎬ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ꎮ 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ꎬ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

何考验的精神支柱ꎮ” [７]５７因此ꎬ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ꎬ新时代教师都要树立“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理想信念”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ꎮ
但是ꎬ“崇高理想、坚定信念不会自发发生ꎬ

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ꎬ 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ꎬ
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ꎬ坚持以高尚精神塑造人ꎬ通过弘扬教育家精

神ꎬ筑牢信仰之基ꎬ补足精神之钙ꎬ把稳思想之舵ꎮ
(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ꎬ必须抓好教师法

纪法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将“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

爱之心”作为教育家精神的重要内容ꎬ要求新时

代教师都要牢固树立乐教爱生的教育情怀和甘于

奉献的使命担当ꎬ凸显了爱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ꎮ
教育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教书育人的“大先生”ꎬ是
因为他们都对教育、对学生爱得纯粹ꎬ爱得彻底ꎬ
都具有“乐教爱生”的仁爱情怀和“捧着一颗心

来ꎬ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ꎮ
好老师首先应该是遵纪守法的良师ꎮ 因此ꎬ

必须要抓好法纪法规教育ꎮ
一要加强法律教育ꎮ 作为新时代教师ꎬ首先

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ꎬ特别是作为我国教育

领域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ꎬ是每一位教师都要认真

学习、严格遵守的重要法律ꎮ 其中ꎬ前者重点对教

师的权利和义务、教师的资格和任用、教师的培养

和培训、教师的待遇、教师的考核与奖励等方面作

出了明确规定ꎬ对教师的行为失范进行了明确界

定ꎬ进一步明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ꎬ
是教师从教的重要职业规范ꎮ 教师要结合自身实

际和教学经验ꎬ全面深入地加以认真学习ꎬ特别是

对教师的义务和教师违反该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及处理办法进行重点学习ꎬ加深理解和执行ꎬ以
强化法律规则对失德教师的惩戒作用ꎬ使每一位

教师都能严守道德底线ꎬ在师德师风方面不敢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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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池半步ꎬ充分发挥法律规则的规范和促进作用ꎮ
二要加强职业规范教育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ꎬ
从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

社会、为人师表等六个方面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

德作出明确规定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教育部印

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

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新时代幼儿

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ꎬ明确了新时代教师

应该坚持的基本道德原则ꎬ划定了不可逾越的道

德底线ꎬ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ꎮ
三要加强政策规约教育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

设的意见»ꎬ就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明确了总体

要求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

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ꎬ该文件从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道德素养等六个方面提出

明确要求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教育部颁布«中小

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教育部出台«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

为处理办法»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教育部印发«关
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ꎬ这
三个文件都是规范教师职业行为、防止出现教师

败德行为的重要规章制度ꎮ 每一位教师都要加强

政策学习ꎬ进一步提高对师德师风建设重要性的

认识ꎻ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师德建设第一责

任人的重要职责ꎬ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崇德修身ꎬ怀
德自重ꎮ

(三)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ꎬ必须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将“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

德情操”作为教育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ꎬ
其目的就是要求新时代教师都要具有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的人格魅力ꎬ都要成为身正学高、为人师

表的道德模范ꎮ 教育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师”
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ꎬ是因为他们都终身

践行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教育理念ꎬ
始终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国无德不兴ꎬ人
无德不立ꎮ” [３]５１－５２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就是为国家立德ꎬ为社会立德ꎬ为
个人立德ꎮ 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ꎬ民族的希

望ꎬ“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

值取向” [８]２５ꎬ要把他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ꎬ一刻也离不

开教师的思想引领和道德示范作用ꎮ 对此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

的镜子ꎮ 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ꎬ不断

提高道德修养ꎬ提升人格品质ꎬ并把正确的道德

观传授给学生ꎮ” [３]７４教师作为“锤炼学生品质的

引路人”ꎬ要帮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ꎬ自
己首先要带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ꎬ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道德

信仰和行为规范ꎮ
对教师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ꎬ必须

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必修课ꎮ 在教师群体中广

泛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ꎬ让教育

者先受教育ꎬ是一项固本强基的基础工程ꎮ 通过

爱国主义教育ꎬ能够有效引导广大教师将自身理

想同祖国前途、将自己命运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ꎬ不断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ꎬ增强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ꎬ使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位教师的

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ꎮ
新时代教师只有牢固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信

念ꎬ才能以思想之正、观念之正、行为之正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ꎬ把
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ꎬ让
爱国主义精神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ꎬ才能

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
践报国之行ꎬ不断增强青少年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ꎬ培养青少年自立

自尊自强的民族意识ꎬ增强青少年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和底气ꎮ

　 　 四、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师德师
风建设

　 　 (一)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教师理想信

念建设ꎬ着力培养教师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人民有信仰ꎬ国家有力

量ꎬ民族有希望ꎮ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ꎬ其
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民族希望ꎮ 教师理想远

大、信念坚定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

断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因此ꎬ评价新时代教师队伍

师德高不高、师风正不正ꎬ关键就要看他们是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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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ꎮ
事实一再证明ꎬ心中有信仰ꎬ教书育人才有力

量ꎮ 新时代教师如果树立了理想信念ꎬ就能以科

学的理论武装人ꎬ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ꎬ以坚定的

信仰感召人ꎮ 如果没有理想信念ꎬ就会精神空虚ꎬ
行为失范ꎬ甚至违法乱纪ꎮ 从现实来看ꎬ新时代教

师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ꎬ不仅关系自身形象ꎬ更关

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ꎮ 因此ꎬ必须高度重视新

时代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ꎬ为他们更好担负起培

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科学的思想

理论基础ꎮ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思

想资源和精神动能ꎮ 教育家精神所推崇的“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ꎬ教育家身上所展现

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坚强信念ꎬ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ꎬ是
教育引导广大教师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的强大精神力量ꎬ是激励广大教师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的精神支撑ꎬ能够引导教师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ꎬ在内心里建立起对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信仰并努力践行之ꎬ真正做到对

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ꎮ
(二)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教师法纪法

规建设ꎬ着力培养教师的法治精神和守法意识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ꎬ肩负着教书育

人的神圣使命ꎮ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ꎬ有高素质的

教师ꎬ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ꎮ 因此ꎬ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ꎬ都对教

师队伍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ꎮ 建设高素质教

师队伍ꎬ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法治和纪律在教师

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ꎬ进一步强化法治和纪律

对教师行为的规范和约束ꎬ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做

到以法立身、以法立学、以法施教ꎮ
首先ꎬ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ꎬ全面

深入贯彻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ꎬ深入推进习近平

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ꎬ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教师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ꎬ使习近平法治思想成为每一位教师教书育人

的基本遵循ꎬ既内化为教师的思想追求ꎬ又外化为

教师的自觉行动ꎬ成为教师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ꎬ
进一步规范教师的施教行为ꎬ提升教师依法施教

水平ꎬ切实推动教师依法执教走向正轨ꎮ
其次ꎬ加强规则立德ꎬ进一步强化教师的法治

和纪律意识ꎮ 一要加快制订教师法治教育大纲ꎬ
将法治教育纳入各级各类教师培训体系ꎬ成为教

师培训的必修课ꎮ 二要进一步强化纪律建设ꎬ全
面加强教师在课堂教学、关爱学生、师生关系、学
术研究、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纪律要求ꎬ突出纪律的

刚性约束ꎮ 三要加强对师德问题的治理力度ꎬ推
动学校加快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文件

的落地实施ꎬ建立健全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制度ꎬ全
面落实师德师风建设各项要求ꎬ严格执行教师违

规行为“零容忍”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制”ꎮ 四

要加强警示教育ꎬ建立师德失范曝光平台ꎬ健全师

德违规通报制度ꎬ引导广大教师时刻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ꎬ坚守师德底线ꎮ

最后ꎬ重视引导广大教师加强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等重要文件的学习ꎮ 通过学习文件精

神ꎬ牢固树立法纪意识ꎬ始终做到不触碰法律红

线ꎬ坚守纪律底线ꎬ不断提升依法执教、规范执教

能力ꎬ筑牢遵纪守法的思想法治基础ꎮ
教育家精神所推崇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的道德情操”和遵章守纪的精神风范ꎬ教育家身

上所体现出的“崇德尚法、德法兼修”的价值追

求ꎬ所展现出来的以法立身、以法立学、以法施教

的使命情怀ꎬ是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加强法治修养、
陶冶道德情操、锤炼思想品质的最佳教科书ꎬ是指

引新时代教师坚定报国理想、锤炼师德师风、潜心

教书育人、践行使命担当ꎬ努力成为法治强、作风

正、自律严、师德高的新时代好老师的最好营

养剂ꎮ
(三)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教师思想道

德建设ꎬ着力培养教师的高尚道德情操

教师兴则国家兴ꎬ教师强则民族强ꎮ 教师不

但是立教之本ꎬ更是兴教之源ꎮ 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

设ꎬ这是因为师德师风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灵魂ꎬ关
系着人才培养质量ꎮ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队伍既需要制度的保障ꎬ更需要榜样的引领ꎮ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ꎬ崇高事业需要楷模引

领”ꎮ 新时代是楷模辈出的时代ꎬ教育家群体就

是新时代教师为人为学的师德榜样ꎮ 无论是人民

教育家于漪、卫兴华、高铭暄ꎬ还是心系学生的张

桂梅、爱国奉献的黄大年、科技报国的李保国ꎬ在
他们身上都鲜明体现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理想信念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ꎬ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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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ꎬ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的躬耕态度ꎬ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ꎬ胸
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ꎬ他们都以自己的

高尚情操和实际行动践行了教育家精神ꎮ
教育家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时代化表达、人格

化演绎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背后凝结着无数教育家和优秀教师的理想与奋

斗、奉献与牺牲、自律与内省、开拓与创新ꎬ其蕴含

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

之心、弘道追求ꎬ是教育引导广大教师不忘教育初

心ꎬ牢记育人使命ꎬ坚定理想信念ꎬ打牢道德根基ꎬ
真情服务人民ꎬ矢志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教

育家身上所展现的高尚道德风范和崇高人格魅力ꎬ
为广大教师提供了重要精神坐标ꎬ是教育引导广大

教师敬业立学、崇德尚美的最好精神食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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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ꎬｗ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ｇｅ ｓｏｕ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ꎬ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ｆｅꎬ ｖａｌｕｅ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
ｅｒｓ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ｄｅ￣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ｉｍｐｅｔｕｓꎬ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ꎬ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ꎬ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ａ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ｉｎ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ｌｏｆｔｙ ｉｄｅａｌｓꎬ ｌａｗ￣ａ￣
ｂｉ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ꎬ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ꎻ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ꎻ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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