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

周刊主编 贺春兰
编辑电话：(010)88146934
本版责编/贺春兰 校对/宋磊 排版/陈杰周 刊 9

周刊公微欢迎扫描关注

第812期

■教育强国建设·委员说

▲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
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
中心主任张志勇：

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
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对广大教师认真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育人初心使命
给予充分肯定，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
负，弘扬教师群体中一批教育家和优秀
教师身上所展现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
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教育家精
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加强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赋予新时
代人民教师努力培育时代新人的崇高使
命，必将在广大教师中迸发出培根铸
魂、丹心育人的磅礴伟力！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
新时代教师素养之魂。信仰信念是人的
精神之“钙”、能“强身健骨”。人没有
理想信念，人生也就没有了灵魂。广大
教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筑
梦人”，必须牢记“国之大者”，拥有崇
高的家国情怀，坚定为国育才、为党育
人的教育初心，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是
新时代教师素养之根。教师工作是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教育
必须是以心灵唤醒心灵、以精神引领精
神、以生命温暖生命的神圣事业。这对
教师的人格品德提出了崇高的要求。

“师者，人之模范也，无德者无以为
师。”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
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
的人。新时代的教育人应有崇高的生命
取向、价值追求、道德风尚。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是
新时代教师素养之基。新时代的教师要
站稳讲坛，化育新人，必须尊重生命，
把握规律，因人施教。这是新时代教师
的基本功！老子主张让“有道者”实施
符合“天之道”的教育，实现“高者抑
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
之”。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认为：“一个
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
人发现真理。”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
新时代教师素养之本。古人历来强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勤学长知识，实
践增智慧。教师是充满实践性智慧的职
业，既要有扎实的学识，更要有“传道
授业解惑”的实践能力。总书记强调

“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
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教
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
础”。教育不应被动地走向未来，而应
主动地创造未来。新时代的教育人要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和“敢入未开化
的边疆”。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
新时代教师素养之源。教育是一项特别
需要爱的事业，陶行知先生说过爱满天
下，顾明远先生强调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无爱，不足以为师！爱教育、爱学
生，是为人师者的天然品行，是教师秉
持育人初心的动力之源。乐于奉献，用
教师的大爱之心，点亮和成就每位学
子，则是师爱的具体表征。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是
新时代教师素养之泉。在中华文化几千
年的延续浸润中，“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寄
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抱负和使命担
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师是走
在时代前列的人，是人类社会知识生产
和促进时代变革的关键人物，必须胸怀
天下、志存高远，立己达人，以文化
人。而以文化人的根本，是文以载道。
在这里，教师必须先闻其道，因为“人
以弘道，非道弘人”，道之存，则师
之存。

▲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
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执委会主任倪邦文：

习近平总书记肯定的教育家精神既
是全国优秀教师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同时又为广大教师更好履行教书育人
职责指明了方向。中国特有的教育家
精神所拥有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
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
道追求，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
追求和现代教育理念的有机结合，体
现了新时代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追
求和努力方向。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

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作为
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明白“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
本问题，以人民教育家为榜样，自觉
学习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固
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
和抱负，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为己任，自信自强、踔厉奋
发，努力造就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漳
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臻：

教育强国之路，离不开乡村教育的
披荆斩棘。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
我将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信中提出的“胸怀天下、以文化
人”的要求，立足基层岗位，带领团队
持续做好乡村教师培养提升工作。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做学生为学、为
事、为人的大先生”为行动指南，以开
设培训班、送教下乡、宣讲活动等主要
路径来正师风、学典型、铸师魂，培育
引导我所服务的乡村教师开阔为国育才
的胸襟，树立振兴乡村的理想，强化自
身的社会价值，让更多的好老师躬耕于
乡村教坛，让更多孩子脱离贫困代际
传递。

同时，在课堂与实践的双轨并进中
提升乡村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文化传
授的艺术水平，增强乡村师生的文化自
信。在集思广益中为渴望成长的乡村教
师搭建更广阔的平台，为求新求变的薄
弱学校引进能落地的策略，为乡村儿童
栽种文化的善根。

▲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
学院附中校长娜木拉：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并肩负
一线教学任务，不仅要有精湛的学科
知识、过硬的教学本领，更要有一颗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无限忠诚之
心。要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树立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
负，坚持“立德树人、因材施教”的
理念，教育引导学生“德艺双馨”必
须把“德”放在首位，把自己置身于报
效祖国、反哺社会的定位，早日成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可堪大用、能担
重任的高精尖音乐艺术人才。要坚持
理论联系实践。通过定期组织学生参
加国内外音乐艺术活动和社会活动，
持续办好北京市民族团结日音乐会等
演出、比赛和交流等活动，为学生打造
丰富多元的演出平台，提供艺术实践机
会、积累演出经验、检验教学成果，赋
能艺术人才高质量发展。要服务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大局。作为一名党培养多
年的少数民族干部，我要通过各种方
式，教育引导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
进一步发挥好音乐艺术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巩固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
成果，借助音乐艺术作品讲好中华历
史故事，增强港澳台学生的国家认同
和归属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
山州广南县城区第四小学校长
龚健梅：

正如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所说，
“教师的肩膀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就
是学生德智体美劳是否全面发展，一头
挑着国家的未来”。思之感慨。作为教
育者，我们从事的是培养下一代的任
务，今天的教育质量关系明天的国民素
质，基础教育就是为孩子的人生奠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是我们每一名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去
做并且要做到的，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
入我们国家的大我、民族的大我，才不
会忘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出自己新的更大贡献。

▲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泰
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
长高金凤：

教育家精神，呼应了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
体”的发展战略，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
院从国家发展的高度重视教育、尊崇教
师的战略眼光和大国情怀。

教育家精神，是当下教育家和优秀

教师的真实写照，具有现实性，又再塑
中国式好老师的时代内涵和意蕴，赋予
新时代人民教师崇高的使命，具有理想
性。要求广大教师要扎根中国大地，放
眼世界，胸怀天下，坚定文化自信，掌
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
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全人类
共同体价值的建立者和维护者。

教育家精神，需要教育工作者坚守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围绕“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
什么人”的追问，贴地行走，躬耕教
坛。需要我们坚持“三个统一”，即小
我与大我的统一，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结合起来；经师与
人师的统一，既要有敬业精业的专业精
神，也要有立己达人的温暖情怀；家国
与天下的统一，心系祖国，敢于担当，
守正创新，面向未来。坚定“躬耕教
坛、强国有我”的自信与担当，坚守

“择一事、终一生”的初心和匠心，做
“心怀国之大者、社会的尊者、立德树
人的能者”。

▲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
物理学院院长江阳：

信虽不长，认真品读可以深刻体会
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的殷切期望
和嘱托。在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数次提
到广大教师要有“躬耕教坛”的态度和
志向，要展现和弘扬教育家精神。“躬
耕”要求我们每一位教师要能俯下身，
沉下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我们的
教育事业，精耕细作，播下知识和智慧
的种子，收获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果
实；其次就是要求广大教师在教育工作
中求是创新，勇于实践，用仁爱之心感
染人，用高尚品格塑造人，用深厚知识
培养人；最后，以教育家精神躬耕教育
事业，就是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这
就要求我们耕耘教育时，根要插得深插
得正，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初心使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
达到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的目的。

▲

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大学
副校长龚卫娟：

又是一年教师节！在美丽初秋，从
二十年前到一年前毕业的本科生、硕士
生和博士生纷纷从各自工作岗位发来问
候。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
虽然平凡，但也在躬耕笃行、乐教爱生
的过程中找到人生价值。

我自小就一直梦想做科学家。高中
阶段因受偏头疼困扰而考入医学院，试
图成为一名医生以解除患者病痛。然
而，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和免疫学的硕博
连读经历，让我选择了在医学院（校）
任教，因为只有在大学里才有平台开展
科研工作。

开展科学研究不仅需要申请科研经
费、搭建研究平台，还需要一个强有力
的科研团队。本人研究团队成员比较多
样化，从博士生到本科生都有，每个博
士生加上2名左右硕士生组成小组开
展项目研究。我对学生的要求高，基
本上到我团队来的学生都是准备吃苦
的。我还经常在组会上说：研究项目
做得不好的，毕业后不要说是我的学
生。学生们平时肯定怕我，但毕业时
都觉得没有虚度时光，从科学精神的
熏陶、科学问题的发现、研究技术的
掌握到科研论文的撰写，甚至包括研
究论文被拒稿时的心理调适，都有多
元化的体验和实践。

厚德抱朴、弘道树人，我将持续涵
养高尚师德，坚持博学善思，注重言传
身教，以仁爱之心来培养出胸怀天下、
求是创新的新一代青年学子。

▲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
教授杨全红：

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
精神，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
志向和抱负。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高校教
师感触颇深，油然而生强烈的时代使命
感！我们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

的是要传递给学生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勇担大任的担当和豪情，赋
予他们自信自强、踔厉奋发的科学家
精神，培养他们勤于思考、勇于创新
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
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征程上建功立业。

我们将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的嘱
托和期望，深化“求实”精神和“求
是”能力双管齐下的培养模式，润物
无声地让学生具备强国有我的初心使
命，自信自强、踔厉奋发的奋斗精
神，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征
程上的主力军。

▲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外国
语大学副校长姜亚军：

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作为一个群
体所具备的优秀品质，是其历史担当、
价值取向和素质能力的集中体现。教育
家首先是育人者，具有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的道德情操，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
向和抱负；教育家是引领者，教育引导
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构建自身道德观念体
系和专业知识体系，主动将个人理想追
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教育家是创新
者，肩负着人类探索未知、丰富自身知
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民
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教育家是奉献者，
以三尺讲台为建功立业的舞台，以桃李
满天下为至上荣光，不求生前身后名，
一生秉烛铸民魂。

▲

全国政协委员，新高教集
团董事会主席李孝轩：

“教育家精神”是一种信念。党的
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提出“培养高素质教
师队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必须做好强教必先强师这项
基础工作”“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
源”等重要论述，做“四有”好老师、
当“四个引路人”。

“教育家精神”是一种担当。苏霍
姆林斯基告诫我们：“要记住，你不仅
是教课的教师，也是学生的教育者，生
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要心系国
之重任、济苍生之大德，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以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
态度，孜孜授教、燃灯奉献，造就更多
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教育家精神”是一种激励。“教育是
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颗心温暖另一颗
心的过程”。作为老师，选择的职业，注
定与责任相伴；践行的事业，注定与德范
同行。要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教育家
精神”擦亮教书育人的底色，努力做“经
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不
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
二中学艺体中心主任孟艳：

作为一名基层教师，我将以教育家
精神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信中提
到的“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为蓝图，
立足基层岗位，带领团队守正创新、开
拓进取，持续做好中学美育工作。

过去这些年，我见证了中学美育工作
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美
育教育已成为确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的重要手段。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
得被珍惜被欣赏。作为基层教师，我将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和期待，秉承教育家精
神，做好教师这一件事，坚守教师的初
心，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用热烈的
情感，用敏锐的视角，用真挚的热望，来
培养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学生！

▲

全国政协委员，新余学院
院长张玉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39个教师节到
来之际的致信，深刻阐释了教育家精神
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赋予新时代人
民教师崇高使命。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强
师必先铸魂。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是每
一个教师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教育
家精神是教师职业精神的凝练与升华，它
体现在广大教师的教书育人实践中，具化
在培根铸魂每一个环节当中。教育是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来不得
半点浮夸和虚假。作为一名在基层的教育
工作者，我真切地感受到，真正的教育
家，是教育实践家。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在离真实教育最近的地方。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新时代的
教师要积极投入火热的教育改革实践，
让生命与使命同行，在伟大的教育事业
中成就自己，用大爱书写教育人生。

▲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港专
学院校长陈卓禧：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前夕致信全
国优秀教师代表，提出以教育家精神，
为国育才，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
我”的志向和抱负，令我们香港教育工
作者心情激动，倍感振奋，决心要在国
家的新征程上和香港的新时期，努力培
育好香港新一代。

现在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新时期，
急切需要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也要使香港新一代具有
家国情怀、世界视野和过硬本领，这就
更使香港教育工作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

作为政协委员，必定加倍努力，鞠
躬尽瘁，为培育积极向上、信得过、本
领硬的香港爱国新一代而奋斗不已。

弘扬教育家精神，培育时代新人
——教育战线全国政协委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信，畅谈“教育家精神与时代使命”

9月9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与会教师代
表，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
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
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的弘道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全国广大教师以教育
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自信
自强、踔厉奋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致信也为教育战线的政协委员们开展教育
工作提出了新标准、新方向。学习总书记的讲话，委员们感触
良多。

——编者

路在山腰盘旋，海拔逐渐上升。
到了山间，一块平地豁然开朗，梯田
层叠，稻谷金黄，岩脚教学点出现在
眼前。

岩脚教学点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贵定县沿山镇的一所“微
小学”，本学期有28名学前班孩子和
6名一年级学生，陆成文是这个教学
点唯一的在编教师。

2012 年，刚大学毕业的陆成文
主动选择考到偏僻的岩脚教学点，原
来的代课老师转为工勤岗，主要负责
学生营养餐等后勤工作。

岩脚教学点所在地是一个高山苗

族村寨，学前班的孩子刚来上学时不
会说普通话，陆成文就用自学的苗语
一遍遍进行双语教学，引导孩子们学
习汉字、讲普通话。

11 年来，身为共产党员的陆成
文默默坚守在此。他既是老师又是孩
子们的“保姆”，除了日常文化课，
还负责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同
时还得兼顾学校的营养餐采购、学生
安全等工作，在偏远农村教育一线奉
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

图为陆成文组织学生在体育课上
练习投篮 （9月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英杰） 9
月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优师计划”师
范生重要回信精神一周年座谈会。教
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
毅与会并充分肯定了北京师范大学作
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守教师教育核心使命，在
高素质教师培养和高质量教师培训等
方面发挥的示范引领作用。他指出，
北京师范大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不断改革创新，采取有力有效措施，
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勇担社会责
任，推动“强师工程”，在教师教
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召开此次专题座谈会，就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重要回信精神的一次生动实践，对进
一步推动“优师计划”实施具有重要意
义。他强调，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强国
建设中肩负着特殊使命和责任，要坚定
职责使命，进一步坚定教师教育核心使
命，把教师教育理论研究与师范人才培
养实践相结合，不断增强服务国家战略
需要、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服
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程建平，校长马骏，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司长任友群，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绪元，北京师范大学
党委副书记韦蔚，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汪明等在主会场出席会议，四川省凉山
州木里县副县长杨严斌等线上参会。学
校部分专家学者、“优师计划”培养单
位及相关职能部处负责人、师生代表在
京珠两地参会。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