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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敏强：以德塑师魂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广

大教师肩负责任使命的高度凝练和辛勤耕耘的深刻褒扬，也是对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提出的殷切期望。广大教师能否在教书

育人岗位上履行好“三传播”“三育人”的神圣职责，关键就在于是

否把师德师风放在素质提升的首要位置，以德塑师魂，切实回答好“师

德何以为先”的问题。

筑牢师德之本

作为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品质的总

和，师德在教育活动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师德的好坏直接决

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

败。

我国高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师德建设抓不好，学校就会蜕变为精致利己主义

者的培养摇篮，危及党和国家的未来。只有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

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能真正

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才能真正成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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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老师，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

引路人，完成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

在信息爆炸和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下，高校教师的师德状况也呈

现出多样性倾向。高校尤其要注重师德引导教育，坚持立德为先，把

好师德建设方向，按照新时代师德建设的根本要求，筑牢教师思想道

德建设的思想根基。一方面，在关键环节上坚持立德为先，在教师队

伍准入、招聘、交流、退出的各个环节中，坚持品德考察为先，不让

理想信念模糊、育人意识淡薄、作风浮躁的人进入教师队伍，将道德

败坏、教学敷衍、学术不端的人清除出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在教师

日常培训中坚持立德为先，将师德教育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全过程，帮

助教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大潮中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

涵养师德之源

道德养成非一朝一夕之事。良好师德的形成不仅要靠常抓不懈的

师德教育，还要靠优良师德师风的涵养和熏陶。受功利主义、实用主

义、浮夸主义、技术主义思潮影响，当今社会，部分教师表现出拜金、

享乐、利己主义的倾向，对大学精神和师生道德造成了严重危害。只

有发挥优良师德师风的涵养作用，育德为常，坚持不懈，营造崇尚师

德的浓郁氛围，才能有效引导和教育广大教师抵御错误思潮和不良思

想侵害，不断涵养锻造良好师德的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师德思想，如“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教学相长”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要注重发挥优良文化传统的教育作用，

挖掘传统文化故事，提炼大学校风、校训、精神中的师德元素，结合

学校校史、校情和办学特色，生动活泼地开展师德教育。在南京师范

大学的百年历程中，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

做合一”教育理念，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吴贻芳的“厚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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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等，处处闪烁着师德光芒。他们潜心耕耘、著书立说的人生故事，

是师德教育的宝贵资源。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坚持典型引路一直是我国师德建设的优

良传统，不同历史时期都重视发现、培养和树立典型。在此过程中，

一方面，要强化师德激励，选树一批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的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师德宣传，创

新宣传手段，讲好师德故事，以榜样的精神感染人、鼓舞人、引导人。

夯实师德之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师德建设进一步朝着规范化、制度化、法

治化的方向发展。《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

干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相继出台，对高校师德建设作出部署。在这些文

件指导下，国内高校陆续出台了各自的师德建设方案。

注重师德规范化建设是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对师德规范提出了

倡导和建议。日本 1952 年通过的《教师伦理纲领》，强调师德规范

应内化于职业操守和教育教学。美国 1975 年通过的《教育专业伦理

规范》，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我国高校在制订师德规范、开展师德考评的过程中，要善于借鉴

国内外高校师德建设经验，充分考虑高校教师职业特点，探索有中国

特色的师德考评体系。一方面，要注重适度细化师德规范的内容，让

道德规范可施行、可操作。另一方面，要加强考核监督，将师德师风

评价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将师德评价融入教师育人环节、嵌入教师日

常工作，让师德规范有人遵守、有人监督、有人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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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建设提供了基

本遵循。我们要创新师德教育方式，加强师德宣传引导，优化师德考

核评价，把好方向、树好标杆、立好规矩，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回答好“师德何以为先”的问题，给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作

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9 年 3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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