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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教师要切实履行国家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教师履行国家责任,重点是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教师履行政治责任,核心是确保学校始终成为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红色基地;教师履行社会责任,关键在于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是师德师

风;教师履行教育责任,目的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键词:教师队伍建设;新时代;师德师风;四个责任;教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22)06-0011-06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决议中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及其历史经验研究”(2021YBCS46),

项目负责人:冉亚辉;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课程建设及

其在师范生培养中的课程思政育人实践探索”(213129),项目负责人:冉亚辉。

作者简介:冉亚辉,教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包翠秋,心理学硕士,

重庆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文治教化的民

族,教师职业在我国社会中,一向有着特殊地

位和重要价值。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教
师队伍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承担着立德树

人和社会示范的重要责任。“公办中小学教师

要切实履行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义务,强化国

家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1]教
师的四个责任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
是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工作中应当重点

履行的义务。准确理解教师的四个责任理论

内涵,在学校教育教学中深入积极履行教师的

四个 责 任,是 新 时 代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的 重 要

课题。

一、教师四个责任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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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把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

要基础。教师队伍既背负着党和国家的殷切

期待,又肩负着建设高质量教育教学体系的历

史重任。教师要深入理解党和国家对教师队

伍建设的要求,履行好国家责任、政治责任、社
会责任和教育责任,积极服务于新时代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教师的国家责任:引导青少年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同时也是整个

世界的反映。”[3]教育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密切

相关,其中也深深蕴含着国家和民族的经验与

智慧。“建国君民,教学为先。”[4]697在五千余年

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历史智慧,并且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在

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教师不是普通的

职业,而是事关国家未来、民族复兴的重要工

作。对于教师职业的理解,我国文化一向不局

限于教育领域,而是推及国家、民族、社会、历
史发展的广阔空间。“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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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

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5]教师是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

重要引路人。在新时代学校教育教学中,教师

要承担起光荣的国家责任,其工作的重点在于

对青少年实施高质量的爱国主义教育,厚植中

华文化基因。
教师的责任不能仅停留于教育范畴,还必

须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其所肩负

的国家责任。从整体上看,教师的国家责任重

点在于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培养并树立

青少年强烈的历史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国家

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历史认同、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

基础构成。历史认同的重点是培养青少年正

确的历史观,使其认同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和

发展历史;民族认同的重点是培养青少年正确

的民族观,使其树立牢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意

识;国家认同的重点是培养青少年正确的国家

观,使其认同中国公民身份;文化认同的重点

是培养青少年正确的文化观,使其坚定文化

自信。
(二)教师的政治责任:确保学校始终成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红色基地

学校教育关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么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学校教育本身

有其鲜 明 的 政 治 性,这 是 社 会 的 基 本 共 识。
“因为作为社会机构的学校要使青少年的思

想、行为符合本社会的价值观、规范与习俗,而
且这一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就是政治社

会化。……在任何一级政府教育都不会是超

越政治以外的活动。”[6]学校教育是意识形态建

设的重点领域,教师要切实履行政治责任,做
好学生政治信仰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在学校教育教学中,教师队伍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科学推进学校意识形态建设,确保

学校始终成为高质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红色基地。“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

道、信道。”[7]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是由教师队

伍承担的,教师队伍的政治素养和政治信仰是

影响学生政治方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中

小学阶段,中小学教师对青少年认清正确的政

治方向、建立正确的政治信仰至关重要。
(三)教师的社会责任:评价教师队伍素质

的第一标准是师德师风

就教育和教师对于国家精神文化领域的

重要性而言 ,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重视师道尊

严的师道文化传统,强调教师队伍在社会建设

中的示范性和导向作用[8]。“凡学之道,严师为

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4]706

在中国社会,教师不是普通的职业,而是在社

会中有其特定的群体形象和群体影响力的工

作。在当代我国社会中,教师有着“人民教师”
的重要称谓,即强调教育为人民服务。这也反

映出国家高度重视教师职业的社会责任。
教师的社会责任,其重点体现在教师队伍

的师德师风建设质量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指出“评价教师

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9]。师

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师德师风是

教师队伍质量的直接体现,影响着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另一方面在于师德师风也是社会建设

的重点领域,师德师风水平会对社会大众的道

德伦理风尚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发展而言,
有什么样的教师队伍,也大概率会产生什么样

的学生群体,并且这些学生群体最终会成为国

家公民。从这个角度上看,教师的师德师风对

社会道德伦理建设影响深远,这也是教师队伍

师德师风建设重要性的缘由。新时代教师要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彰显

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厚植严谨笃学创新的教

学根基,引领社会良好风尚,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
(四)教师的教育责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根本任务

教师是承担着教书育人任务的专业技术

人员,是具体执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特殊群

体。教师要认真履行教育责任,高质量落实立

德树人的学校教育根本任务。教师落实工作

职责的情况,最终都会体现在立德树人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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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立德树人既体现了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
也体现了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质量。对

教师的教育责任,我国社会一贯重视教师的师

德师风和专业能力两个维度。简而言之,在教

师履行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既要高标准立德,
又要高质量树人。“立德”与“树人”两者紧密

结合,全面体现了教师履行教育责任的内容。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10]“四有好

老师”是新时代的教师标准。做好老师,“要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9]。教育是一项需要沉心静气、久久为功的

事业,在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保

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

书育人,有 热 爱 教 育 的 定 力、淡 泊 名 利 的 坚

守。”[2]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体现

着教师履行教育责任的工作质量,学校教育要

致力于培养世界一流人才,有效服务于新时代

社会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学校教育是培养

人才的基本路径。学校教育质量,关系到国家

命运和民族发展,这既是教师职业的重要性所

在,也是教师教育责任的根本所在。

二、教师四个责任的内在逻辑

在教师的四个责任中,国家责任、政治责

任、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既是一个领域的四个

方面,又是一个有系统性的整体,体现着新时

代党和国家对教师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总

体要求。在具体的工作中,教师的四个责任统

一体现于教师的教书育人中。在教师的四个

责任中,国家责任体现着教师在国家民族大义

上的担当,政治责任体现着教师在政治立场上的

职责,社会责任体现着教师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义

务,教育责任体现着教师在专业工作领域的使命。
(一)国家责任体现着教师在国家民族大

义上的担当

教师的国家责任体现了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的国家使命,彰显着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华

文化底色。教师队伍建设质量基本决定了学

校教育质量,也基本决定了国家青少年的教育

发展质量。从这个角度看,拥有优秀的教师队

伍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教师队伍的建设和

发展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而家国情怀

则是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精神内核。
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

学校教育既要确保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也要确

保培养合格的普通劳动者。通过高质量的学

校教化,确保国民在文化底色和价值认同重要

领域达成共识,以此奠定社会健康、和谐的文

化价值观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经

验,也是新时代在教育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传承。坚定青少年的四个认同教育,
担当起学生报效祖国奉献人民的引路人,这是

教师国家责任的重要体现。因此,教师在教育

教学中,要忠于祖国,维护民族团结,忠实履行

教师的国家责任。
(二)政治责任体现着教师在政治立场上

的职责

教师的政治责任是新时代教师责任的重

要构成部分,体现着教师的政治方向,也是教

师队伍建设的政治底色。在现代社会中,绝大

多数公民出自学校的教育和培养,学校教育的

政治底色最终会成为社会主体的政治观念,进
而形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凸显了学校政

治教育的重要性。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是教师最根本的政治素养[11]。教师是执行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群体,教师的政治立场会对

学生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青少年阶段处于

人生中重要的可塑期,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

中,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人群就是教师群体。
教师既肩负着传授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的专业

职责,同时也肩负着正确引导青少年政治方

向、培养青少年政治信仰的政治职责。教师的

言传身教成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对
青少年思想政治观念的影响既强大又持久。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只有做好爱国爱党爱社会

主义的表率,才能确保成为学生思想政治的引

路人。为此,教师要在教育教学中坚定政治方

向,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履行自身的政治

责任。
(三)社会责任体现着教师在社会建设领

域的义务

教师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缘于教师群体的

强大社会影响力。教师群体在任何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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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是符号鲜明的知识阶层,如果教师群体

的道德水平普遍存在严重问题,那么会使社会

产生严重的道德伦理危机。新时代国家致力

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走创新发展的强国之路。
教师应成为承担弘扬优良学习风气的重要社

会群体,从而积极引导社会大兴学习和创新之

风。中国社会的执政者一向高度重视知识阶

层的道德建设,鼓励知识分子积极引领良好的

社会道德风气,这也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

要智慧。中国知识阶层有着强大的伦理约束

力,这确保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因此,不
可低估道德伦理约束力对社会发展的强大影

响。从汤因比(Toynbee)的历史哲学视角看,
与中国历史传统相比较,罗马帝国的文官群体

明显缺乏共同伦理的约束。正是这一差异,最
终导致了二者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汉帝

国崩溃后仍然能够走向统一,但罗马帝国崩溃

后没能再度实现统一[12]。
教育教学工作不是一项简单的社会工作,

教师职业也不是一项普通职业,而是在社会建

设中具有明显的公权力性质的特殊职业。教

师的社会形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民族的文

化特点和国家的道德伦理特色。教师是需要

时时自我监督并忠实履行社会责任的群体。
这也是中国社会强调教师群体应当“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的重要原因。修己、立身、成德

是教师发展自觉的永恒功课 [13]。教师在工作

中,要积极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弘扬真善美,传
递正能量,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切实履行

教师的社会责任。
(四)教育责任体现着教师在专业工作领

域的使命

作为专业技术群体,教师队伍的社会贡献

就是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承担起实现教育现

代化的使命,推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

责任是教师专业能力的彰显,也是教师的基本

责任和职业使命。教师的国家责任、政治责

任、社会责任都会集中体现在学校育人质量和

效果中,即教育责任本身就是教师四个责任的

集中体现。
在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中,“四有好老师”是

教师履行教育责任的重要标准和基础,“四个

引路人”是教师履行教育责任的重要角色定

位,“四个相统一”是教师履行教育责任的具体

工作要求。教育责任需要教师有踏踏实实的

工作作风,有精湛的专业技能,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如此,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新一代。切实履行立德树人的教育职责,这
既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教师队伍应承

担的光荣使命。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

护学生,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切实履行教

师的教育责任。

三、教师四个责任的实践路径

教师的四个责任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的重点内容,也是确保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所在。新时代党和国家明确要求:“突显

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

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确立公办中小学教

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明确中

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强化保障和管理。”[1]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既需要教师自身履行好

四个责任,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积极创造良好

的外部条件,以实现通过教师高质量教育教学

来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目的。相关部

门在服务教师履职的过程中,要重点抓好几项

工作:突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队

伍的国家使命,积极引导教师队伍专业化发

展,强化教师队伍的组织管理。
(一)突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

教师职业有其复杂性。一方面,教师所担

负的是对学生个体的教育教学任务,从事的是

学校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取得的是教师个人

的工作业绩;另一方面,教师承担的是代表国

家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塑造的职责,行使的是

社会公共权力,对学生素养的培养指向社会建

设需要和国家治理要求。在古代,教师职业可

能从属于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有其私人性的

一面,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国家义务教

育的实施,学校教育和教师职业呈现出社会公

共性的一面。对于社会治理而言,青少年个体

的教育既是家庭的事情,也是事关国家和社会

发展的公共事务。因此,在新时代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中,要突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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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教育引导中,教师是代表着国家和社

会在教育和引导青少年的成长,使其符合社会

主流价值观要求,促使其最终成长为国家建设

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教师在青少年发展中,担负着两方面的责

任,具有两方面的权力,这也使教师职业具有

很强的社会公共属性和公共权力属性。一方

面,教师应当按照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培养青

少年的知识素养和个体能力,培育其主流价值

观以及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这是教师职业的正面教育责任,因此教师

拥有对青少年进行正面教育的权力;另一方

面,教师要按照国家和社会的要求,纠正青少

年的不当认识和错误倾向,改正其不符合主流

价值观的相关行为,这是教师职业的规正教育

责任,因此教师拥有对青少年进行惩戒教育的

权力[14]。只有这两方面的权力相结合,才能完

整地彰显教师的公共属性,从而有助于教师切

实履行四个责任。
(二)强化教师队伍的国家使命

新时代学校教育,要强化教师队伍的国家

使命,深刻理解教师所承担的重要责任。科教

是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

事业。教师要深刻理解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

性,在教育事业上为国家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教师肩负着教书育

人的国家使命。从这个角度看,教师属于国家

公职人员范畴,在教育教学中具有相应的国家

公职人员的公共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特

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是强制性的。这

种强制性的作用在于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体现

国家公权力,反映社会的公共利益。其背后的

核心理念是:一方面,国家有义务提供优质教

育资源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这是国家的责

任;另一方面,社会个体有义务成为合格的国

家公民,这是个体的责任。不合格的社会个

体,会危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在青少年的可塑

期,有问题的青少年需要代表国家教育公权力

的教师对其予以纠正。从这个角度看,教师承

担的是国家交付的培养合格公民的任务,即教

师是肩负国家使命的职业。“教育不但应致力

于使个人意识到他的根基,从而使他掌握有助

于他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标准,而
且应致力于使他学会尊重其他文化。”[15]教师

的国家使命,要求教师还应当承担起引导学生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意义的责任,从
而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国际视野与公民素养。

(三)引导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队伍是一个专业技术群体,有其特定

的专业技术性。教师履行四个责任,关键在于

其内在的专业素养。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
坚持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不断强化教师责

任意识。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根本在于教师

队伍建设质量的提升,而教师专业化发展,正
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既要高度重视教师

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发展,又要高度重视

教师理想信念的教育。“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

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

引路人的责任。”[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终身学习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方法,改革创新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时代使命。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能
够增强教师队伍的教育使命感,这是精神层面

的教师专业发展;强化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能,能够有效提升教师队伍的教学质

量,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这是

知识技能层面的教师专业发展。新时代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仍在于教师队伍建设质量。
教育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推进教师队伍专业化

发展,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这也是教师切实

履行教育责任的基础所在。
(四)加强教师队伍的组织管理

教师切实履行好四个责任,国家和社会要

建立好相应的保障体系,以确保教师队伍建设

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

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
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

会声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外部保障的重要性在

于,这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提高教

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有效吸引

高质量人才进入教师队伍,留住教师队伍中优

秀人才的前提。如果教师不能拥有良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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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那么建设高质

量的教师队伍,就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和基

础,也难以有效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
全面提高教师地位,构建相应的保障体系,是
提升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的重要基础。

在构建保障体系的同时,国家也要加强对

教师队伍的组织管理,力促教师队伍切实履行

教师的四个责任。对于教师队伍中的优秀履

职者,有关部门要重点进行奖励和鼓励,公开

授予其相应的荣誉称号,以便借助榜样的作

用,引导教师队伍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对
于教师队伍中的后进者,要对其进行规正和惩

戒。“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依法依

纪予以严惩。”[2]教师队伍建设要通过对先进者

的奖励和对后进者的惩罚,明确教师队伍的发

展方向,促进教师队伍建设。
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才的重要

性愈加凸显。教师队伍建设是事关中华民族

未来人才质量的重要工作。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教师队伍建设,高度关注并提升教师地位。
教师要以“四有好老师”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做学生的引路人,忠实履行四个责任,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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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FourResponsibilitiesofTeachers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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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newera,teachersshouldfulfilltheirnational,political,socialandeducationalresponsi-
bilities.Thekeypointforteacherstofulfilltheirnationalresponsibilitiesistoguideyoungpeopleto
establishcorrectviewsonhistory,nationality,countryandculture.Thecoreofteacherstofulfilltheir
politicalresponsibilitiesistoensurethattheschoolwillalwaysbeinastrongpositiontocultivateso-
cialistbuildersandsuccessors.Thecrucialpointofteachersfulfillingsocialresponsibilityliesintak-
ingteachersmoralityandstyleasthetopstandardofevaluatingteachersquality.Thepurposeof
teacherstofulfilltheireducationalresponsibilitiesistoadheretothefundamentaltaskofestablishing
moralityandcultivatingtalents.
Keywords:constructionofteachingstaff;thenewera;teachersmoralityandstyle;fourresponsibili-
ties;educationand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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