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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以培养教育家型教师为目标来加强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高校教师作为一支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高水平职业队伍，需要用科学的职业

生涯发展理论作指导，基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构建教育家精神“三重特性+六点指向”解释框架，

即：遵循理想信念引领性要求，将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要求指向教师的职业信仰和职业责任；遵循服

务人民根本性要求，将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指向教师的职业操守和职业品格；遵循教学育人科学性要

求，将因材施教和求是创新指向教师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从理论、历史、现实等三个认知坐标出

发，揭示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内在机制机理。依据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解释框

架与蕴含的机制机理，从个体、组织、载体、社会等四个维度发力，通过创新教育实践、优化组织管理、

搭建成长平台、提供社会支持来共同培养教育家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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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对教育家精神作了重要论述，要求广大

教师在新征程中发挥资政育人的主体性作用，“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指向和抱负”［1］，加速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教育家精神是教师群体在长期教书育人实践中形成的集体德行

修养［2］113，是一种重要的教师职业发展驱动力量。高校是为党和国家发展培养优秀人才的重镇，高

校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主力军，只有高校教师队伍强才能确保我国实现高质量人才供给与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的战略需要。这要求当前高等教育以弘扬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加速教育家型高校教师队伍

建设。目前，学界对教育家精神集中于概念和内涵的阐释性研究。刘海燕认为教育家精神具有“个体

与大局的理性统一、立身与育人的德性统一、实学与创新的知性统一、情感与情怀的感性统一”［3］121 

的特性。陶倩和李云指出，教育家精神以大德为灵魂、师德为核心、素养为基石、愿景为动力，是一

种教师群体的崇高道德属性与价值追求［4］100。此外，学界还就教育家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标准作了探

讨。李贵安和杨博谛构建了教育家型教师队伍素养模型，提炼出教育信仰、教师知识、实践能力、发

展诉求、教育影响等五个维度下的十五个具体指标［5］111-112。陈铿和万金城从政治灵魂、价值取向、职

业素养等三个维度提出了教育家型教师建设的具体要求［6］62。在实践层面上，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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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教育家型教师的培育工作：2018年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要求到2035年“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

教育家型教师”［7］6；2021年出台《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

见》，再次要求“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高校

教师队伍”［8］1。高校教师作为一支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高水平职业队伍，需要用科学的

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作指导，明确自身职业发展的目标与要求，实现健康成长。现行研究尚未从职业

生涯发展理论视角深入探讨高校教师职业特性与教育家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从实践层面

上将二者结合推进的具体策略，这恰是当前建设高质量高校教师队伍的新要求。本文拟在这些方面

进行拓展性研究，为高校教师队伍在教育家精神指引下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解释框架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既秉承我国传统优秀的教育理念，又符合新时代教师队伍发展的新要

求，是新征程上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指引。高校教师作为一支教书育人的高水平职业队伍，要获得

高质量发展，既要遵循职业生涯发展的一般性要求，又由于教育蕴含复杂性、长期性、个性化，有

着更高的职业发展要求，需要从职业信仰、责任、操守、品格、能力、素养等六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的

科学规划与培养，并更加注重精神的引领与激励作用。以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为分析视角，基于高校

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独特要求，构建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解释框架，是实现高校教师

队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结合高校教师新时代肩负的特殊使命与教师职业发展要求，本文构

建“三重特性 + 六点指向”解释框架（图 1）。本框架遵循理想信念引领性、服务人民根本性、教学育

人科学性等三重特性要求，蕴含教师职业信仰、职业责任、职业操守、职业品格、职业能力、职业素

养等六点独特指向，可为高校教师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提供明确的职业生涯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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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三重特性+六点指向”解释框架

（一）理想信念引领性：明确既做经师也做人师的育人标准

职业信仰与职业责任是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核心指向，理想信念引领性作为教育家精神的第

一重内在特性深刻反映了这一要求。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作为先决条件，对应职业信仰

的重要要求，展现高校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崇高追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作为核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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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对应职业责任的重要要求，展现高校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坚定承诺，从更高层面上激励高校教师

成长为经师、人师的统一体，成为既精通专业知识又具备高尚人格魅力的高水平教育工作者。

1.以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铸就坚定的职业信仰

职业信仰是激励高校教师耕耘于教育事业的内在动力；理想信念是高校教师成长成才的“压

舱石”，也是形成职业信仰的“定盘星”，还是高校教师发挥理想信念引领性作用的动力源。“大我”

是指高校教师要有报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主动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小我”是指高校教师

自身的职业成长发展。习近平在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视为

教育家精神的首要要求，既表达了党和国家对教师承担好教书育人使命担当的殷切希望，也表达

了党和国家要求教师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以“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勇于作为，通过教育报

国的实际行动”［9］17 来铸就坚定的职业信仰。

习近平提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要求之一——高校教师应当树立坚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党和

国家培养教育家型教师的先决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要服务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的目标［10］33，既明确了高校教师至诚报国的对象，也要求高校教师履行好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教育使命。在《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中，习近平寄予高校教师“为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

献”［11］353 的殷切希望。这需要高校教师主动将“小我”融入“大我”，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身份与

责任担当主动参与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积极贡献智慧力量。为达到这一目标，党和国家把“培养

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7］6 作为高等教

育发展的筑基性工程积极推进。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2］118。 

这说明我们要顺利完成第二步走战略计划，就要重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高校教师应以教育服

务人民、服务国家为职业信仰，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主动内化于教学和科研全过程。

2.以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培育强烈的职业责任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出自《世说新语》开篇《德行第一》第一句，指出君子言行是传统社会读

书人的准则与典范。职业责任作为规范高校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重要前提，始终强调立师德的重

要性。习近平将其纳入教育家精神，要求高校教师既做经师，又做人师，用良好的道德情操规范自

身成长、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教师特有的职业责任感。这也是激励高校教师发挥理想

信念引领性作用的根本前提。

习近平提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要求之一——高校教师应当具备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是党和国

家培养教育家型教师的核心引擎。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衡量优秀教师的重要标准。在二十届中

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3］8。高校教师只有具备高尚师德，才能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

来“感染学生、赢得学生”［14］190。高尚师德作为教师道德情操要求的核心话语，也是高校教师职业责

任的重要标准。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习近平指出高校教师“要坚持立德树人，扎

根时代生活”［11］191。习近平通过运用“坚持”“扎根”这种蕴含强大意志力感情色彩的词汇，强调高校

教师要具备强烈职业责任的重要性与长期性，也警醒高校教师应长期扎根于立德树人的教育教学

实践，把尊重、关心、爱护学生成长作为树人的关键，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

‘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为世人效法的榜样”［15］。要培养这样强烈的职业责任感，高校教师应将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主动内化于既为经师又为人师的职业成长历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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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人民根本性：巩固为民服务意识和奉献社会精神

职业操守与职业品格是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服务人民根本性作为教育家精神的

第二重内在特性深刻反映了这一要求。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体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即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持续释放对学生无私的关爱之情；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体现了高

尚的职业品格，指引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而且要致力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道德素养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

道追求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高校教师在职业生涯发展中的行为准则。

1.以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塑造良好的职业操守

职业操守是高校教师在教育事业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仁爱之心作为儒家思想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塑造高校教师职业操守的重要标准，还是鞭策高校教师发扬服务人民根本性

要求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将其纳入教育家精神内涵，要求高校教师向学生、学校、家庭、社会传递

爱与尊重、理解和包容等优良品质。这种价值传递使高校教师既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培

育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可以以仁爱之心来塑造和谐的师生关系，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幸福

感，激发其恪守良好职业操守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提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要求之一——高校教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是党和国家

培养教育家型教师的根本前提。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要求高校教师“给学

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4］187，指出学生是高校教师传递仁爱之

心的重要对象，高校教师要“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11］191。这种仁爱之心不仅要求高校教师具备

良好的职业操守，而且要求高校教师帮助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14］131，在仁爱之心的传递中让学生“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到肩负的

责任，牢固树立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立志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人才”［14］131。习近平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高校教师在教育事业中展现出“兢兢业业、甘于奉献、奋

发有为”［16］的道德操守，也对高校教师继续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提出了重要要求。党和国家将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的光荣使命交给高校教师，希望教师通过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精神感

染不断厚植育人情怀，在职业发展中主动塑造职业操守，用实际行动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

育使命，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贡献育人力量。要塑造这样良好的职业操守，高校教师应

将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主动内化为自身成长成才与履行育人使命的根本遵循。

2.以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培养崇高的职业品格

“为人师，立师道，应至于弘道，止于弘道，终身弘道不辍。”［17］职业品格是高校教师应达到的

职业境界要求。习近平将弘道追求视为教育家精神的重要内涵，是对高校教师在教书育人实践中

培养职业品格的具体要求，也是鞭策高校教师发扬服务人民根本性要求的必要条件。要实现高校

教师的弘道追求，应回答好三个问题，即“为谁弘道”“所弘何道”“弘道者谁”［17］。“为谁弘道”回答

的是高等教育服务于谁的终极问题。高校教师应终身立志于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发展服务。

“所弘何道”回答的是弘道内容的问题。弘道要以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落脚于中

国人自古以来胸怀天下的追求。“天下”不局限于简单的空间指向，而是一种大局观和全球视野，是

对民族发展的孜孜追求，是对全人类幸福的不懈努力。“所谓胸怀天下，不只是关怀之广，更重要的

是要关心道义之正”［17］，要求高校教师在具备全球化视野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具有积极参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意识。“弘道者谁”回答的是弘道主体是谁的问题，要求高校教师既拥有传

道授业解惑的基本专业素养，又拥有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引导学生如何为人、如何成事，在长期

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养成崇高的职业品格。



杜晓燕  刘蓓蓓：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解释框架、认知坐标与行动路径总第 234 期 ·133·

习近平提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要求之一——高校教师应当成为宣传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引领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家型教师的关键因素。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高校教师要具备“家国”“传道”“仁爱”的情怀，这便回答了“弘道者

谁”和“如何弘道”的问题。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习近平指出“传道者自己首

先要明道、信道”［12］226。高校教师要“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

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12］226，为党和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多元化人

才队伍。胸怀天下要求高校教师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努力开拓教育国际化视野，积极向世界传播先

进文化，教育和引导学生既热爱学习、追求真理，又尊重他人、热爱和平。要培养这样崇高的职业

品格，高校教师应将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主动纳入教育教学的长期实践活动。

（三）教学育人科学性：提升教育本领，增强研究创新能力

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是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教学育人科学性作为教育家精神的第

三重内在特性深刻反映了这一要求。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体现了传统社会有教无类的

教育智慧，也适应新时代学生个性化成长的特点，这是高水平职业能力的体现。勤学笃行、求是创

新的躬耕态度反映了教师高度重视学习思考与研究创新的专业化职业素养。将启智润心、因材施

教的育人智慧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这两种教育家精神的内在特性作为职业发展的核

心要素，不仅能促进高校教师职业生涯获得长足发展，而且能激励高校教师成长为既有深厚学识

又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

1.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锤炼卓越的职业能力

教育是一种智慧点燃另一种智慧的伟大育人事业，卓越的职业能力是高校教师实现职业发展

的“登云梯”。高校教师是传递知识与爱的育人主力军，高校教师拥有育人智慧是其成长成才的重

要前提，也是督促其坚守教学育人科学性的核心要求。在我国，高校教师身兼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教育使命，需要在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中不断锻炼育人能力。启智要求高校教师“基于对教育基

本规律的洞察和把握”［18］不断主动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努力提高学生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

能力；润心要求高校教师满足学生成长中的情感需要，帮助学生养成积极健康的心态；因材施教是

我国重要的传统教育理念，要求高校教师根据学生的成长特点开展个性化教学，以满足学生不同

的成长需求，在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的同时不断锤炼自身的职业能力。

习近平提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要求之一——高校教师应当增强培养人才的能力，是党和国家

培养教育家型教师的重要基础。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高校教师“坚持教书

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

范相统一”［12］226。以“四个相统一”来锤炼高校教师的育人职业能力，躬亲示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让学生成长为可堪大用的栋梁之材。高校应“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

教”［16］。育人智慧要求高校教师既给学生教知识，又让学生立大德；既重视学生知识的掌握，又尊

重学生成长的不同特点，遵循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从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

教育，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发展自身优势、激发潜能，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兼顾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最优解”［18］。习近平强调高校教师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11］353。是否能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人才是

检验高校教师职业能力的关键指标。要锤炼卓越的职业能力，高校教师应将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

育人智慧主动纳入完成育人使命的全过程。

2.以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提升专业的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体现高校教师对自身教育工作发展要求的理解与把握。是否具备躬耕态度是检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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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的关键性指标，也是督促高校教师坚守教学育人科学性要求的重要标准。躬耕态度要求

高校教师具备钻研与示范的精神。结合教育家精神的特定内涵来看，勤学笃行要求高校教师具有

坚持学习的恒心与信心，在提升职业素养的过程中传扬勤奋好学的精神，高质量完成教学与科研

任务。求是创新要求高校教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重视破解科研难

题，主动创新教学模式，在助力学生成长为高质量人才的同时不断提升专业的职业素养。

习近平提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要求之一——高校教师应当树立创新思维和钻研精神，是党和

国家培养教育家型教师的必然要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建设政治素质过

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19］8。高校教师的业务能力和育人水平主要聚

焦躬耕态度与创新品质，要求高校教师努力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0］17。具体来说，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应大胆创新，主动抓住重大

理论、现实、热点问题进行研究，以高水平科研成果反哺教育教学，通过深入扎实的研究提供高质

量教学内容供给，从政理、学理、事理解析等三个方面讲清讲透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增强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实现高质量育人目的。求是创新揭示了高校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养，要求高校教师在科

研与教学中主动研究新现象、努力解决新问题、不断得出新结论、争取获得新成果，站在时代潮流

前列持续推进科技强国与教育强国建设，为党和国家发展贡献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力量。高校教

师要提升专业的职业素养，就要将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融入职业生涯发展的全过程。

二、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三维认知坐标

认知是理论的升华与行动的先导。从理论、历史、现实等三个维度准确理解教育家精神引领高

校教师成长的内在机制机理，可以为教育家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科学指导。理论认知坐标为科学

理性认识教育家精神在引领高校教师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认知坐标为从大历

史观视域下正确认识教育家精神在引领高校教师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依据；现实认知坐

标为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需要认识教育家精神在引领高校教师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事

实根据。三者具有科学性、政治性、实践性等特征。

（一）理论认知坐标：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践行教育理念

理论认知坐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在帮助人类改造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科学认识，为教育

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提供了认识工具，体现出教育家精神引领

高校教师成长的科学性特质。习近平指出：“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

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12］168 教育家精神作为指导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驱动力，不仅是对教育

促进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的价值凝练，而且是对推动人类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经验总结。

教育家精神是教师群体独有的精神特质，反映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性，是教育的人格化表征。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教育的本质是人类改造世界所特有的实践活动。通过教育传递知识、学习技

能、习得经验，可以不断提升人们的劳动实践本领，增强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使教育成为改

造世界的创造性精神实践活动，也使教育成为一种解放与建构世界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坚持实践

能够确立人的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2］114，强调社会实践是人类自身获得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先

决条件，从而在理念层面上确立了教育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建设性功能。历史唯物主义把教育视

为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认为教育存在于人类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发展过程之中，发挥

了改造世界与建设世界的能动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劳动的产物，“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

成为人”［20］5；教育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教育的使命在于传递、引导与改造。要摆脱人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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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实现人的独立性，就需要以教育来唤醒人的主体自我意识，通过教育“改变一般的人的本 

性”［21］195，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指出，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1］530。

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力量，通过教师的教化来增强人们思考与认知的能力，也

通过感召的力量来塑造人的立场和态度，既满足人们知识学习的需要，也满足人们人格成长的需

要，实现“‘尽善尽美性’的冲动”［22］50。教育家精神驱使教师自觉地承担起传递知识与改造世界的

职业使命，引导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由自在向自觉与自为阶段迈进，强化和激发人们成长的自我意

识与发展的自主性，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前进发展提供了根本方法和行动保障。

（二）历史认知坐标：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履行教育使命

历史认知坐标将教育家精神的源起置于以教育助力党和国家历史使命完成的长河之中，为教

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自觉传承育人理念、担当历史使命提供了可视化参照路径，体现了教师群体

的责任担当精神，体现了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政治性特质。教育功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

功能，教师群体的终极教育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发展服务终身。教育家精神是在党的长期发展历程

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激励高校教师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主体性作用的重要精神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民群众的教育水平有限、革命意识淡薄。为

了完成革命任务，党鼓励教师积极参加革命宣传和教育活动，以激发人民的革命意识。在各革命根

据地，教师积极响应毛泽东“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 

程”［23］356 的教育改革号召，主动投身于革命文化宣传活动，不断提升教育本领，开展夜校、扫盲班、

冬学运动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教育活动。教师采用讲课、表演、组织学习竞赛等灵活多样的教育方

式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革命热情，如革命歌曲《瞎子开目见光明》所咏唱的歌词“红军来了大翻

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24］92，以教育唤醒民众、赢得民心，为革

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为了巩固新政权，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

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25］270，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育活动以增强人民投身于国家建设的本

领。人民群众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教师承担的教育任务也更加繁重。在党的领导下，教师自觉

地以“两为”方针开展工作，开展扫盲运动、推广简化字，为变革社会风气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党

还特别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定“创办人民大学，培养建设人才”［25］87 的方针，要求高校教师在培

养人才时“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26］226。1949—1965 年，高校数量从 205 所增至 434 所，各级各类高校在校学生从 11.7 万名增至

55.6 万名［27］31。各级各类高校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教育改变了国家在科技、医疗、工业、国防等领

域的落后面貌，也让新生政权落地扎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对人才需求大幅增加。高校教师紧密结合

改革开放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三个面向”为要

求、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加紧开展高校教育工作。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指出：“我们

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

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28］120 在

这一时期，我国不仅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树立了尊重知识和人才

的社会风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对高校教师的教育使命提出了新要求。江泽民指

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29］160，强

调“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30］332，要求把学生培养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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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30］332。进入 21 世纪，国家之间竞争加剧，要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就需要更加重

视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激发高校教师的教育使命担当。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优先

发展教育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我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

基础在教育。”［31］419 2010 年 12 月，教育部颁布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三进”》，要求打造一支让党放心、让学生满意的高校思政教师队伍，提升教学质量。

纵观这一时期，在教育家精神的激励下，高校教师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为社会主

义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教师积极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

强国迈进。习近平指出，广大教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造就了大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了重要贡 

献”［1］。在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高校教师坚持“四有”好老师标准、以“四个服务”“八个统一”为目标

开展教书育人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助力

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32］。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数超过 2.5 亿，

16—59 岁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1.05 年，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

才保障 ［33］。

（三）现实认知坐标：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实现成长成才

现实认知坐标是以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新征程中对高校教师成长成才的实际需要，为教育

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实现成长成才提供了方向与行动指南，呈现出实践性特质。高校是新征程中

为党和国家培养多元人才队伍的重镇，高校教师肩负着科研创新和培育人才的双重职责。有学者

预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高校教师的需求量将从 2025 年的 235 万名

增至 2035 年的 325 万名［34］82；与此同时，根据近几年博士学位授予的数量进行测算，到 2025 年、

2035 年高校将面临较大的师资缺口 ［34］85。这些数据表明，加快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党和国

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加速教师成长成才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具备高超的学术能力与人格魅力并拥有科学的育人能力，既源自外界对高校教师拥有深厚学

术功底和良好师德师风的期待要求，也是高校教师通过主动学习达到职业发展目标、顺应时代发

展要求的应然选择。这里的育人能力是指高校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为了使学生全面发展、养成健全

人格，应具备的共同性教育能力，核心是培育并引导学生学以成人［35］3。然而，即使有明确的标准要

求，高校教师在面对职业发展压力时也可能存在职业责任不明确、职业操守不坚定、职业能力不足

等问题，需要激发高校教师成长成才的内生动力。高校教师应发挥教育家精神的引领激励作用，通

过增强学术能力、人格魅力、育人能力，成长为专业化和创新型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层面上来讲，高校教师应以理想信念引领性为要求，激励自己

主动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对标

自身的职业信仰与职业责任，主动了解时代需要、了解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现实需要，将其作

为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职业能力目标，努力将教学与科研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

力。从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面上来讲，高校教师应以服务人民根本性为要求，锤炼自身的

职业品格与职业操守，鞭策自己积极深入社会生产生活一线，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主动了解人民

所思所盼，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进行科研教学攻关，积极培养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实现高校教师社会价值的层面上来讲，高校教师应以教学

育人科学性为要求，增强自身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在教学中重视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主动进

行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创新，不断加强教学吸引力；在科研中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攻克党和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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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破解的“卡脖子”难题；在人才培养工作中重视对学生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培育，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

三、教育家精神引领教育家型教师成长的行动路径

习近平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

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14］130 高等教育是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主

阵地，高校教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

潜力的重要标志”［12］25。党和国家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培养教育家型教师作为重要

任务，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需要，也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还是建设文化强

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时代需要。为此，需要遵循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与三维认知坐标，以教育

家精神为引领，对标“三重特性 + 六点指向”要求，从个体、组织、载体、社会等四个维度发力，通过

创新教育实践、优化组织管理、搭建成长平台、提供社会支持来共同培育教育家型教师队伍。

（一）创新教育实践：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不断提升高校教师教学育人本领

高校教师是否拥有成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衡量能否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的根本标准。教

育家精神是引领和激励高校教师主动成长的重要精神动力。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要求高校教师具备“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

严、人格要正”［12］5 的基本素养。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在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发挥内生驱动力，以教学

育人科学性为要求，主动丰富创新教育实践，注重提升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为关键的职业能力，

增强以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为标准的职业素养，努力实现职业发展。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其

一，加强教育理念现代性转化。将蕴含着教育家精神的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理念进行现代化转化，在

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能力。“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

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2］236 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极为丰富的教育理念，

高校教师应主动将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现代性转化，在教学中尊重学生成长的

差异化特点，开展启发式、互动式教学，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探索，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

其二，努力提升教学素养与能力。高校应自觉地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科研反哺教学体制机制，

鼓励优秀教师以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对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要主动以“一

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36］47 理念构建教学与科研双促的成长共同体。坚持开展研究型教学，努力把

最新研究成果、前沿知识融入教学专题设计，不断提升教育创新能力。以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为指

引秉承师带徒的传统，通过带领年轻教师积极钻研教育教学方法，组建优秀的教学团队、努力培育

国家级精品课程、尝试创建教学名师工作室等方式打造教育家型教学团队。其三，不断创新教学育

人模式。高校教师应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打造“四位一体”的育人新模式，提升专业的职业素养。

习近平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12］76。 

高校教师应以具备求是创新的职业素养为目标，主动创新教学实践环节和方法，有效利用教室小

课堂、企业实践大课堂、社会服务锻炼大平台将学校知识学习第一课堂和社会实践第二课堂有机

结合，形成品行养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维创新四位一体的教学育人新模式。

（二）优化组织管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加强高校教师成长成才制度保障

科学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是确保高校教师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的有力保障。习近平指出，

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创新工作机制，加大培养和激励工作力度，落实各项政策保 

障”［14］196。当前，将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教师组织管理工作，必须以增强理想信念引领性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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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为内核的职业信仰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为遵循的职业责任落实到细

节处、平常中。高校需要从以下三方面优化教师的组织管理工作。其一，优化人才选聘制度。一方

面，高校组织管理部门应将是否能够弘扬教育家精神、具备坚定的职业信仰作为人才招聘与选拔

的重要条件，制定相应的选聘标准和实施细则；另一方面，高校组织管理部门应多渠道开展选聘宣

传工作，广泛宣传用人标准与理念、人才引进政策等，拓宽人才选拔渠道，广纳心怀教育报国信仰

的优秀人才。其二，优化人才培养制度。高校组织管理部门应依据教育家精神解释框架，对标“三重

特性 + 六点指向”要求，将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师资培养全过程，加强对人才队伍的职业生涯发展

规划管理。根据教师的不同教龄、专业发展需求等，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并提供多元化的

学习渠道和机会，不断提升其科研教学专业技能与立德树人的具体本领。其三，优化考评与激励制

度。人事、教学、科研等管理部门应将是否弘扬教育家精神设定为重要的考核指标，结合教师的学

科差异化特点，制定针对性、梯度化的考核与晋升指标体系，从师德师风、教学效果、科研成果、社

会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依据考核结果，除了给予教师群体薪酬、奖金等物质激励，还要形成

荣誉激励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教师的心理关怀，助力高校教师健康成长。

（三）搭建成长平台：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构筑高校教师谋事干事大舞台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要以服务人民根本性为要求，强化高校教师乐教爱生、甘于

奉献的职业操守，通过搭建谋事干事大舞台来为高校教师提供成长发展的空间。党和国家要为高

校教师成长搭建以下三个平台。其一，搭建教书育人平台。强化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教育理念，

不断提升高校教师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通过制度设计，将甘于奉献的教学理念和因材施教的

育人智慧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在课堂上，鼓励教师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改革，将教学内容与信息技

术相融合，帮助高校教师形成特色教学风格，打造师生互动生动课堂，更好地实现“三进”目标，增

强教师教学自信。其二，搭建社会实践平台。遵循至诚报国和甘于奉献的职业要求，不断强化高校

教师崇高的职业信仰和职业操守。高校可通过提供挂职锻炼、项目合作、学习考察等方式为教师提

供多元化的社会实践参与平台，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发展为导向，帮助教师实现产、学、研融合

发展，推进科研成果的社会转化。其三，搭建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坚持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

道追求，不断提升高校教师的教育国际化视野与能力。党和国家“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优化教育

开放全球布局，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升层次和水平”［37］4，给高校教师提供更多的对外学习交

流机会。在开展对外教育交流合作的过程中，高校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观摩、云上展示、英语慕课、

教学微电影、微视频等形式，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此外，还要利用线上线下多

元化国际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开展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共享学术资源等方式积极追踪学术研究

前沿发展，破解科研难题，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吸引力与科技竞争力。

（四）提供社会支持：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

习近平指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13］4 要加快教

育家型教师的培养，不仅需要教师具备充分的内在成长驱动力，而且需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社会

环境建设，“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3］7，营造尊师重教的浓郁的社会文化

氛围。要营造这样良好的社会环境，应从以下两方面发力。其一，推优树典，加强宣传教育，形成良

好的社会风尚。优秀教师既是宝贵的社会财富，也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宣传

部门要加强推优树典工作，依托多元媒体平台和多样化叙事，向社会广泛宣传高校优秀教师的先

进事迹、成功经验、育人成果，增强高校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提升教育家精神的社会感染力，努力

“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支持和吸引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

从教”［13］8-9，形成尊师爱师的社会风尚。其二，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打造崇学尚学的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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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13］7 的全民学习型社会，通过顶层制度设计，以教师、基

层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为枢纽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供线上线下全民

学习的社会服务支持系统，不断提升高校教师的社会声誉，形成崇学尚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只有让

学习成为一种全民风尚、一种社会习惯，才能真正做到尊师重教，才能激励高校教师服务社会、培

养优秀人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千万个教育家型教师来夯实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的根基。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既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成长提供了目标导向，也为

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南。从共时性来看，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不仅

是实现教师自身成长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实现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从历时性来看，教育家精

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蕴含在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

历程中，是精神引领与教育成长有机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教育家精神蕴含的理想信念引领性、服

务人民根本性、教学育人科学性要求的集中体现。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情感认同，有其产生作

用的内在机制机理，未来应结合高校教师个案加以深化研究，也应构建更加具体的量化指标，进一

步增强精神引领的实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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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Cognitive Coordinates and 
Action Path of Educator Spirit Leading the Growth of College Teachers

DU Xiao-yan LIU Bei-bei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s guiding principles rooted in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with a focus on cultivating teachers who embody this spirit. University teachers, as a 
high-level professional group tasked with nurturing talent for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need to be guided by 
scientific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areer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the “triple characteristics + six directions” of the educator spirit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is 
involves adher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guidance”, direc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belief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idealism and moral integrity; following the “fundamental service to the 
people” principle, steer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haracter towards compassion and pursuit of 
truth; and complying with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aim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literacy at tailored i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Starting from three cognitive coordinates—theory, 
history, and reality—this framework reveal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guides 
the growth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across four dimension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and societal. By innovating educational 
practices,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growth platforms, and providing social support, 
we can collectively cultivate a team of teacher-educators.
  Keywords: educationalism; educator-teach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ath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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