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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家精神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是教师发展的动力源泉。新时代教师应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传爱党爱国爱民之风,守主体人格之正,增教书育人之能,求专

业自我之新,明内在生命之性,开教育创新之局。这是对中国传统师道智慧的继承发扬,更是对新时代背景

下教育现实问题的及时回应,不仅有利于增强教师的精神内核,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而且有助于凝聚价值

共识,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既要强化教师的理性自觉,激发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内生动力,又要重视优化学校的治理结构,构筑积极正向的校园环境,还要讲好教育家的故事,营造尊师重

教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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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家精神既体现了中华传统师道在新

时代的逻辑递进,又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的价

值取向,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互交融的产

物。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教育家精神,其

文化基因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

有着悠久的师道传统:先秦儒家率先确立了

“何以为师”的典范;《论语》《大学》《学记》等经

典著作蕴含着深刻的家国伦理和为师之道;唐

代文学家韩愈深刻批判当时社会“耻于学师”

的陋习,并阐述了师的作用、从师的重要性和

以什么人为师等问题。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

从传统师道中所产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

师道精神,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魅力和价值,

是教育家精神形成的文化根源。从时代际遇

的角度来理解教育家精神,中国当前的社会现

实是其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人类社会正处

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新一轮产业革命

和技术革命正孕育其中,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

的战略要求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

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而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建设

需要一种具有凝聚与感召功能的精神力量作

为支撑。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

量,与时代使命相衔接,是推进教育发展和强

国战略诉求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家精神在

历史的继承和发扬下、在时代的淬炼中得以生

成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与时代特征。

深入诠释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及

弘扬路径,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新时代教师的责

任担当和社会使命,推进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建

构与实践探索,对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在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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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2023年9月9日,在第39个教师节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教育家精神的共性特

征,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对中国特有的教

育家精神作出符合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需要

的当代阐释:“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

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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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1]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看似简短,其内涵却十分丰富,既承载着深

厚的传统师道智慧,又及时回应了新时代背景

下“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教师”“如何培养高

素质教师”等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了教师职责

和使命的思想精髓和时代精华,反映了社会发

展和时代变迁对教师的角色新期待,为新时代

培育教育家型大国良师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

本遵循。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家精神的重

要论述为指导,新时代教师应以理想信念为

基,传爱党爱国爱民之风;以道德情操为根,守

职业人格之正;以育人智慧为道,增教书育人

之能;以求是躬耕为本,求专业自我之新;以仁

爱奉献为魂,明内在生命之性;以化育天下为

志,开教育创新之局。

(一)坚定理想信念,传爱党爱国爱民之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

教师队伍建设,将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

对教师理想信念铸魂工程的战略重视。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勉励

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2];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教师要“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3];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广大教师,强调教师

要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1];

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指出,工

作中要加强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党建引领[4]。教师是打造中华民族

“梦之队”的筑梦人。广大教师强化使命担当、

投身教育强国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重要战略支撑。因此,新时代教师必须

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将个

人志向根植于中华民族发展大业之中,以民族

和教育的未来发展为己任。正如我国著名教

育家陈鹤琴、陶行知等人,他们怀揣教育救国、

教育强国之志,争做时代的教育楷模、人民教

育家。一方面,教师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

会,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另一方面,教师应以三尺讲台为

阵地,认真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

传播者,躬身践行“立德树人”价值使命,深耕

铸魂育人时代课题,引导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

精髓、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掌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学生爱党爱国爱民的意

识与素养。

(二)厚植教育情怀,守主体人格之正

作为教育价值的人格化载体,教师的人格

境界影响学生的品性养成,缺乏道德情操的教

师,纵使学富五车,也终将陷入知识增长而人

格萎缩的困境。师者人格力量是激活教育伦

理势能的前提,其价值从来不会因为境遇的变

迁而发生改变。真正的道德坚守者无论处于

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荣耀还是屈辱,都能始终

坚守道义准则,以仁爱为根基,以礼法为框架,

以正义为准则。这种超越时空的人格品质,在

当代价值多元的语境中愈发凸显其启迪价值。

新时代教师尤需以“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为准

则,自勉自励,在复杂的社会思潮中铸就纯粹

人格,以道德觉醒者的姿态引领教育事业的崇

高追求。无论面对是非、曲直、善恶、义利,还

是得失的考验,教师都应保持一种理性的忠

诚,在思想与言行中维护真诚、道义和社会责

任。与此同时,教师要时刻保持警惕,自觉抵

制那些扭曲教育本质的行为,坚守对教育的热

爱与定力,秉持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怀,构建并

维护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与判断标准,不为财

富诱惑迷失自我,不因权势压迫失去气节,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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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现知与行、理与情的高度统一。唯有如

此,教师才能以人格的光辉照亮学生的前行

之路。

(三)培育实践智慧,增教书育人之能

“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2],教书

育人智慧是教师生命活力的象征,也是教师作

为教育从业者的必备素养。教书育人的智慧

不是老于世故,更不是简单地将各种教育理念

生搬硬套到课堂中,而是一种扎根教育教学的

实践品性。它要求教师以合乎道德、合乎情理

的方式开展日常教育活动,以“启智润心、因材

施教”为核心,进行行动选择、教学体验、实践

反思。新时代教师应结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

的兴趣爱好以及生活经验,创新教学方式方

法,充分发挥各课程的情感价值、道德价值、美

学价值,让学生体验有温度有真情的课堂文

化,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艺术化教育效

果。另外,学生没有相同的性格或潜质,教育

也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指标,教师要在教育教学

实践中洞悉与把握教育规律,逐渐形成对复杂

多变教学情景的驾驭能力,以及对突发教学状

况的灵活应对能力,并能够迅速地根据实际教

学境况和学生的个性特征调整教学策略,塑造

育人新景象,让所有学生成为有用之才。

(四)秉持终身学习,求专业自我之新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快速融入

教育领域,教育的边界和时空得以拓展,知识

的获取、呈现、交流和传播等逐渐走向智能化,

学生的学习环境变得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在信息化时代,短期集中学习所获得的理智财

富已经无法受用一生,而教师自己所知道的又

必须要大大超过其教给学生的范围。因此,教

师必须 要 有“勤 学 笃 行、求 是 创 新 的 躬 耕 态

度”,以终身学习者的姿态持续进行能力要素

的扩充、重组,建立起超越知识层面的更具包

容性的价值体系,从而获得终身发展所需要的

全部知识、价值、技能。其一,教师须重构自身

知识结构,学会洞察不同领域、不同观点、不同

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相关知识节点间建立

有效的连接,并以新颖的方式重新组织现有事

实,构建新的知识网络。其二,教师要具备驾

驭信息技术的能力,学会怎样去获取、辨别、整

理所需要的信息,懂得怎样利用合适的信息创

造性地指导学生学习,能够进行信息技术与课

程整合。其三,教师应当接纳新的教学理念,

以问题为导向,把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有力工

具。教师应懂得教会学生“知道从何处寻找信

息”比“知道的信息”更为重要[5],教会学生“如

何理 解 新 信 息 意 义”比“理 解 新 信 息”更 为

重要。

(五)涵养仁爱奉献,明内在生命之性

教育是“仁而爱人”的事业,仁而爱人意味

着教师要“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这既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内

核,其源自教师对内在自我的感知和觉察。没

有了敏锐的生命感知力,工具性的主客逻辑将

僭越价值性的主体间逻辑,教师的本体价值与

社会价值也会呈现二元对立,这种价值对立必

然造成教师“社会身份”与“自然身份”的分离、

职业发展与教育愿景的割裂,教师一旦缺乏对

自我生命意义的观照,便会沦为庞大社会机器

顺利运转的工具,爱与奉献将是无稽之谈。新

时代教师必须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责任人,

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

教师要培育个体生命自觉,把自我生命与教育

生活相融合,把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转化为

个体生命成长的内在诉求,关心关爱学生,努

力追求友善、仁爱、无私、奉献等美好品性,享

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带来的内在尊严

与精神愉悦,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活力、更有价

值、更有质量[6]。唯有如此,教育对教师而言,

才能成为一种超越生存意义的幸福生活方式,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不再是痴人说

梦的空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也不再是充满悲壮感的自我牺牲。

(六)树立全球视野,开教育创新之局

当今世界正在沿着共生发展的道路前进,

新时代教师应具备“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

道追求”,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和而

不同的哲学思想,树立开阔的文化视野,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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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理解,全面认识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

的立场、观点、方法,具备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民

族自觉性和主动性。一方面,文明没有高下之

分,亦没有优劣之分,各国、各民族的教育制度

以及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衍生的独特教育

内容均有其本色、长处及存在价值[7]。教师应

主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秉承开放包容的心

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养分,引导学

生理解并践行和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球共

同价值观,将学生培育成具有大格局、大智慧、

大担当的世界公民。另一方面,“中国至高无

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

要”[8],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所具有的世界价值是

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可比拟的。教师要坚定民

族自信、文化自信,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实干态度去塑

造自我灵魂、培育民族未来,积极地开展本土

化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结合时代精神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争取在课程、教学、班级管理、学生评价、

师生关系等关键领域形成能够彰显中国特色

的话语表达和行动方略。

二、 教育家精神的价值意蕴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

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

么事也办不成。”[9]在这个生活方式趋于世俗化

的时代,人生意义的迷失、价值标准的模糊、崇

高理想的消解等问题使得纯粹而高贵的教育

事业显露出庸俗化、功利化倾向,当代教师迫

切需要崇高精神和纯粹情感的感召和指引。

恰逢其时,教育家精神贯通历史时空与当代语

境,为广大教师树立了理想的高标和行为的坐

标。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以其深邃内涵深度润

泽教师的精神内核,让教师群体在价值观念上

同频共振,凝聚起强大的价值共识。不仅如

此,它还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根基,推动教育

事业朝着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一)创立新精神体系,增强教师的精神内核

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辩证统一的,

但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精神文化水平未出

现相应的跟进或提升时,人的认知、素质、能力

就会出现偏离,具体表现为精神生活空虚、生

活方式陈旧落后、情绪低落、自卑感强等等。

精神世界是教师存在的意义系统,身处逆境与

曲折中的教师亟需教育家精神给予他们坚定

有力的引领。教育家精神动态形成于教师的

教育实践活动,是历代师者经过长期实践验证

而积淀下来的优秀教育者品性,是对教育家这

一特定群体所展现出来的人格特质的高度概

括。因此,教育家精神既是一种卓越的思想理

念,也是一种实践智慧,能够为教师构建起绵

延的价值链条和高远的意义场域。

教师内化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过程是一

个改变旧的精神体系、创立新精神体系的实践

过程,这一实践活动一旦开始,教师会结合外

部环境和自身发展状况,对教育家精神相关的

多元信息流进行思维加工,思考自己目前所具

备的优势或不足,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切入点

反复开展理论学习、实践模仿、自我反思、互动

交流等,直到教育家精神入脑、入心并成为自

己人格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教育家精神就构

成了一种强力而持久的促进或约束力量,教育

家精神涵盖下的教师主体行为将具有跨时间

的连续性和跨情境的稳定性。稳定的精神内

核会使教师的精神世界更加合乎理性、充满创

造力,唤起教师对教育事业更明确的目的和更

执着的追求,让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投入感

情以静享教育的美好和意义。

(二)强化主流价值认同,凝聚教师的价值

共识

科学认知体系突飞猛进,互联网和新的信

息技术发展势不可挡,由此衍生出全新的生活

形态、交往形态、生产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

态。伴随社会形态转型,社会价值取向也日益

多元化、复杂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创建什

么类型的教育、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均深受

社会价值取向的左右。教育活动的参与主体

往往基于自身诉求对教育实践作出各异的价

值抉择。在多元价值取向力量的博弈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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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置身于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神圣价值与

世俗价值的交锋地带,强烈地感受到紧张与焦

虑。这一困境源于教师所秉持的价值取向与

社会现实中的价值导向发生了冲突。一旦教

育的内在价值追求与物化的价值体系背道而

驰、教育的公正伦理与效率至上理念相抵触,

教师的角色认知和职业道德便会陷入危机。

这是教师个体的危机,更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

危机。因此,广大教师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一种主流价值观,以抵御不良思潮的侵

蚀,摆脱价值立场的迷茫与混沌。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生根于中华大地

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壤中,在中华文明的历史

积淀中变得愈加厚重,又在历史与时代的伟大

实践中不断创生。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

之道、天下为公、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传统哲学

思想内蕴于教育家精神之中,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古代贤人志趣与

教育家精神一脉相承。教育家精神中的价值

观念和道德准则,确立了教师生存与发展的群

体意识,框定了全体教师所应坚守的核心价

值,能够为多元化教育价值理念树立主流理

念,为多样的价值追求提供基本价值共识,对

教师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追寻和守护教育精

神和教育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升教师队伍活力,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回顾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党和国家

的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够稳步前进,得益于无数

具备教育家精神的著名教育家们,他们基于国

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民风民俗、自然环境

等现实因素,发挥奉献、扎根、服务精神,主动

投身到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的地区,

积极传播先进教育理念和科学知识,有力推动

了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例如,陶行知青年时

期便立志报效祖国,从早年抱着“教育救国”的

改良主义思想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到为农民服

务的乡村教育运动,再到为工人农民求解放的

大众教育,陶行知是办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战

士,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称之为“伟大的人

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0]。时至今日,这样的

精神依然在延续,不少优秀教师积极投身大学

生西部计划、特岗教师计划,踊跃参与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援藏援疆支教计划,为偏远、乡村

地区的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提高了人民

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

无数中国教育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

教育救国、教育报国。新时代新征程,“建成教

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

愿望”[11],教育强国伟大梦想的实现离不开教

育家精神的指引和感召。实施教育家精神铸

魂强师行动,是增强教师队伍发展活力、培养

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关键举措,更是教育强国建

设的重要根基[12]。教育家精神蕴含着深厚学

理和实践智慧,能够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

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使教师坚持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从而有力助推教育现代化

和强国建设。如果广大教师能够以教育家精

神为价值追求,一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另

一只肩膀挑着民族的未来,便能够为国家培养

出更多的品学兼优、德才兼备、堪当大任的时

代英才,教育强国建设的地基便会更扎实、更

稳固。

三、 教育家精神的弘扬路径

教育家精神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之师提供了精神动力,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

精神可谓正逢其时、势在必行[13]。弘扬和践行

教育家精神,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其一,从

教师个体层面入手,通过塑造教师的理性思

维、理性情感和理性精神,唤醒其内在发展意

识,提升教师的自主成长能力;其二,从学校层

面发力,通过优化学校治理、完善教师发展机

制、营造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为教师践行教

育家精神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其三,从社会

层面予以保障,政府须加强统筹协调,讲好教

育家故事,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为教师

的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外部支撑。

(一)强化教师的理性自觉,激发教师的内

生动力

理性是人所特有的认识能力或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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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指向概念判断和推理,也内含着批判、反思、

包容、理解。理性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对个体生

活意义的价值审思中,而且还表现在对社会伦

理的自觉实践中[14]。理性的行动者有明辨的

思维、坚定的意志,能够辩证地看待社会和人

性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在弘扬和践行教育家

精神的过程中,教师应是成熟的理性个体,在

理性的指引下,教师能够获得一种超越外在规

限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驱使教师对自我存

在方式与存在价值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并促

使教师充分理解自身行动的价值和理由,教师

的内在求真意识和追求自我卓越的愿望会被

激发和唤醒,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便

能得以长久维系。因此,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

神,必须要塑造教师的理性思维、理性情感和

理性精神。

一方面,应构建融合式的知识框架,促进

教师专业理性思维的发展。首先,横向拓展哲

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美学等通识知识,重构教

师认知维度与方法体系,助力教师形成整体

性、关系性、过程性的思维范式。其次,纵向深

化教育心理学理论、学生中心教学法以及学科

内容与教学法知识,培育批判性、谦逊性、历史

性与文化性的理性认知[15]。最后,借助多样化

学习路径,如主题研修、工作坊、案例研讨等,

实现通识素养、教育智慧与学科专长的深度融

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智能时代知识总量

与日俱增,知识内涵不断扩展深化,传统区块

结构的知识组织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教师的发

展需要,传递给教师的知识应呈现晶格立方体

结构特征[16],即学科知识的呈现要符合教育逻

辑,教育知识的表达要与学科逻辑相一致。

另一方面,应构建以实践为本位的教师理

性反思机制。首先,推进教师教育实践课程与

社会文化情境深度融合,让教师在真实的社会

文化场域中直面认知冲突。通过多方协商、伦

理推演等方法,培育教师基于情境判断的明智

性。其次,完善批判性实践激励体系,促使教

师在课程推进过程中,运用系统性观察记录、

亲身体验对比以及撰写反思日志等方式,敏锐

洞察并主动甄别教育偏见,进而构建起对教育

本质的深刻、准确的认知。最后,统筹建设名

师工作室联盟、校本教研示范基地以及教学问

题研究平台,配置专项社会文化资源,将社区

参与纳入研修模块,支持课题深度研修与教学

攻坚,促使教师形成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教育研

究能力。

(二)优化学校治理结构,构筑积极正向的

校园环境

学校是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的主阵地,

教师很难只凭借个人努力成长为教育家型教

师,其成长必须借助校园环境的支持。社会发

展日新月异,教师对学校环境的期望不同于以

往对学校物质条件的单向度追求,比物质条件

更重要的是教师对维护主体权益和彰显自我

价值的渴望。不同社会成员的聚集更多地取

决于彼此需求的认同程度[17]。非认同条件下

的归属无法使教师真心接受学校组织文化的

辐射。只有当教师与学校在发展愿景与变革

目标方面达成共识之时,教师的职业归属感和

主人翁意识才会被充分激发,教师在教育思

想、教育实践、人格力量、社会影响上才能实现

自我超越。因此,学校要不断优化学校治理结

构,以平等协商为基础,以协调多元利益为目

的,强调不同意见的多元并存,实现学校制度

设置的科学性和提升学校决策的透明度、可信

度,从而为教师提供积极、正向的学校环境,使

教师对学校产生信赖和归属,释放出自身最大

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优化学校治理结构可以为弘扬和践行教

育家精神提供积极正向的校园环境。首先要

优化学校的制度环境。学校要在真正的意义

上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加强学校制度的民主

化意涵,为教师创设有尊严的制度氛围。具体

而言,要充分认识到教师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

性,建立维持和激励机制,了解并解决教师的

合理需求,切实维护教师的基本权益,合理调

整教育权力配置,给予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其次要优化学校的资

源要素。依据多元主体治理的思想,校内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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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教师、学生以及校外的家长、政府、社

区组织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学校治理主体资源。

学校要汇聚包括教师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力

量,设立教师、家长委员会,建立专家、教授定

期研讨的机制,加强学校与社区、家庭的链接,

积极开展G-S-U(政府—中小学—大学)合作、

家校社合作,使多元主体在学校重大决策、学

生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表达建议和意

见。最后要优化学校的治理环境。借助智能

VR、仿真模拟等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教育空

间,为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师德师风培育、专业

能力建设等关键环节提供智能化支持;利用智

能互联的跨区域云平台为教师提供学习支持,

组建跨区域协同的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对教师进行动态监测和综合评

估,促进教师评价由传统的单一主体评价走向

基于数据智能的多主体协同评价。

(三)讲好教育家故事,营造尊师重教的社

会氛围

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最简单、最有效的

话语实践,伟大的故事在平实中蕴含着大智

慧,有一种透彻、直指人心的力量。故事化的

真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具有感召力,能够改

变人的认知,甚至建立起数亿人追随的文明和

信仰。讲好中国教育家故事是传递教育家精

神的有力形式,要深入挖掘优秀教师的经验,

传播优秀教师的事迹,从而提高教师群体的社

会声誉、维护教师群体的公众形象,使尊师重

道的社会风气得以延续,助力更多教育家和优

秀教师的培养。

讲好中国教育家故事要注重传统视野与

现代视野的融合。所谓“传统视野”,就是要回

望过去,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教育家故事素

材。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亘古通今,焕发

着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其间产生了一大批

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例如,以孔子、孟子、朱

熹、王守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以蔡元

培、陈鹤琴、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教

育家,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家。

他们在教书育人、尊师重教、锐意办学等方面

所历经的风雨沧桑和逸闻趣事,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和感召力,足以书写一部壮丽的中国教育

家史。所谓“现代视野”,即立足当下,用当代

人听得懂、易接受、能领悟的方式进行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理论要接地气,要让马

克思讲中国话,让大专家讲家常话,让基本原

理变 成 生 动 道 理,让 根 本 方 法 变 成 管 用 办

法。”[18]中国历代教育家的人生经历本身很精

彩,要达到讲述者所期望的理想效果,就要在

故事创作方式和故事传播渠道上与时代发展

相接轨。在故事创作方式上,既要注重故事的

严谨确凿、客观真实,又要巧妙进行情感建构,

合理运用语言修辞,提高故事的思想穿透力和

形式创造力。在故事传播渠道上,要利用好当

下主流媒体平台,开设“教育家”相关栏目,鼓

励自媒体人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热门网络平

台进行教育家故事的可视化、互动性宣传。另

外,还可以借助漫画、歌曲、文创用品等艺术化

手段,塑造中国教育家可亲可敬的形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N].人民日

报,2023-09-10(1).

[2]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

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J].人民教育,2014(19):6-10.

[3]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

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4-08-27

(1).

[5] 钟志贤,王水平,邱婷.终身学习能力:关联主义视角[J].

中国远程教育,2009(4):34-38,79-80.

[6] 叶澜,王枬.教师发展:在成己成人中创造教育新世界———

专访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J].教师教育学报,2021(3):

1-11.

[7] 陈时见,王远.从“边境”到“跨境”:“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

民族教育的转型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2020(4):18-29.

[8] 罗素.中国问题:哲学家对80年前的中国印象[M].秦

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167.

[9]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23:471.

43



[10] 张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纪念先生诞

辰九十周年而作[J].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4):90-95.

[11] 吴丹、黄超、丁雅诵,等.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重要讲话指明

方向、催人奋进[N].人民日报,2024-09-11(1).

[12]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

2024-09-11(1).

[13] 游旭群.教育家精神的阐释与培养[J].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2023(8):3-11,30.

[14] 车丽娜. 论教师的社会理性及其培育[J]. 教育研究,

2019(11):143-150.

[15] 石中英.教育哲学[M].3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177.

[16] 滕广青,田依林,董立丽,等.知识组织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9):15-18.

[17] 王金元.认同———现代社会组织形成的基础[J].江南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4-35,38.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0.

TheConnotationandRealizationoftheChineseEducationalistSpirit

LICong1,CHENShijian2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TheChineseeducationalistspiritembodiestheintegrationofnationalspiritandthespiritof
thetimes,servingasthedrivingforcefor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Teachersinthenewera
shouldbeguidedby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simportantexpositiononthespiritofeducation-
alists.TheyshouldfosterpatriotismandloyaltytotheParty,upholdintegrity,boostteachingskills,
innovateprofessionally,understandtheirinnerselves,andleadeducationalinnovation.TheChinese
educationalistspiritnotonlyenrichesteachersspiritualcoreandimprovestheirprofessionalquality
butalsofacilitatestheconvergenceofvalueconsensus,thusbolsteringthebuildingofastrongeduca-
tionalnation.TopromoteandpracticetheChineseeducationalistspirits,threekeyapproachesshould
beprioritized.Firstly,weshouldenhanceteachersrationalconsciousnesstoactivatetheirintrinsic
motivationforcultivatingtalentsforthePartyandthenation.Secondly,itisnecessarytooptimizein-
stitutionalgovernancestructurestoconstructpositiveeducationalecosystems.Thirdly,weneedto
craftcompellingnarrativesofeminenteducationaliststofosterasocietalethosthatveneratesteachers
andprioritizeseducation.
Keywords:theChineseeducationalistspirit;teacherdevelopment;acountrystrongineducation;edu-
catio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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