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

2020 年 9月9日，在第 36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教师节重要寄语，对广大教师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教育脱贫攻坚中的突出贡献予以

充分肯定，提出殷切期望。他期望，全国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要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

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教师专

业发展的殷切期待，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要关注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具体方法上的“如何教”“如何育”；二是对“凭

何教”“凭何育”这一前提性问题的深入理解与践行。

前者是向外求索的专业发展道路，如学习其他优秀

教师的有益经验或各种先进教育理论来提升自我的

教书育人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教师也会发现向外

习得的经验或理论在实践中并不好用。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问题，固然与教育情境的不同、学生特点的

差异等因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一个更为

根本性的原因或许在于教师对“凭何教”“凭何育”

这一前提性问题重视不够。实际上，“凭何教”“凭

何育”是对教师教书育人的前提性资格追问。如果说

“如何教”“如何育”主要是“用”的层面的探索，那么

“凭何教”“凭何育”则体现的是“体”的层面的追问。

“体”的问题搞不清楚，“用”就很难产生实效。因此，

在思考如何提升教师的教书育人能力这一教育关键

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归教育本体，从根本上提

升教师的育人水平。

一、教书育人是一种道德实践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座谈时指出，要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作

为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亲其师而信其道”彰显的一

个基本教育事实是，教书育人是一个具有鲜明道德

性的社会实践。教书育人如果剥离了其中的道德属

性，那么教书育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这主

要是因为：

第一，教书育人既是一种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

动，同时又是一种以人的成长为行动目标的实践。人

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教书育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点。因而，如何理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

如何理解教书育人。人的存在不同于物的存在的关

键之处就在于，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道德是构成

人之为人的基本资格。从这个角度看，教书育人的对

象和目的都是一种道德性存在，因而其必然是一种

道德的实践。

第二，教书育人的过程不是人对物的单向改造

过程，而是教师与学生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互动过程。

人与人的互动不同于人对机器的操控的关键之处就

在于，人的互动是一种伦理性的互动，必然受到各种

道德的约束。也就是说，教师在教书育人中既不能

把学生当作没有灵魂、没有尊严、没有主体性的客体

来任意处置，同样，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也不能将教

师视为自己购买的商品而缺乏内在的尊重。师生作为

教书育人是新时代教师的重要道德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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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人伦关系，二者在教书育人实践中也应

恪守相应的道德。这就使得教书育人的过程充满了

道德的色彩。

第三，教书育人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

要使命，这一使命本身就是一种最为人道与光荣的

道德事业。教师的教书育人关乎个人幸福、社会进步、

国家富强、世界和平，这几乎是任何一个职业都无

法比拟的。因而，我们不能仅仅从一种职业类型的角

度去看待教师这一职业，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

道德使命去体悟和践行，才能真正展示出教师教书

育人的最大价值和时代魅力。

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教书育人的对象、目标、过

程还是使命来看，其自身都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属性，

也内含着对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的基本资格要求，那

就是只有具备起码道德品质的人才有资格从事教书

育人的道德实践。这实际上是要求广大教师在教书

育人这一问题上，不能仅仅满足于具体教育教学方

法的学习，更要自觉提升自我从事教书育人的基本资

格——道德素养。

二、锤炼师德是提高教师教书育人本领

的第一要务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师德，提出了“评价教师

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的重要论断。

从教育的角度看，教师的师德修养不仅是其获得从

教资格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其取得教书育人实效

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教师所习得的种种教育教学

方法，只有扎根于教师个人深厚的道德修养之中，才

会产生最大的教育力量。

第一，师德是影响学生品德成长的非常重要的

教育力量。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不仅在于传道、

授业、解惑，更在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

的潜移默化。后者更多是通过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

生产生示范作用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学生品德的

发展主要靠教师在与学生打交道的过程，在多大程

度上能够用其道德人格的光辉去感染学生。如果学

生在与教师交往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一种积极、正

面的价值观，那么学生则容易形成相应的价值观。

反之，如果学生发现教师身上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消

极、负面的价值观，那么这种价值观也往往会被学

生所模仿。因此，教师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个

体私人的事情，它本身已经变成了教师教育学生的

重要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自身既是劳

动的主体，也是做好教书育人这项劳动非常重要的

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选择教师这个职业不仅是选

择了一份谋生的工作，同时也是选择了自己将来的道

德生活方式。

第二，师德是教师教书育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

学生在与教师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爱屋及乌”

的现象。如果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某一个教师，那

么学生会连同对这一教师所教的科目也具有浓厚的

兴趣。同样，如果一个学生内心厌恶某一教师，那

么即使该教师教学水平再高，学生也很难对其所教

感兴趣。而学生内心是否愿意亲近教师的重要原因

就在于，该教师在基本的道德修养方面是否能够令

其信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让学生写自己心目

中好老师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从学生的回答来看，

他们对好教师的界定基本上都是一种道德上的期待。

比如，教师是否尊重学生、是否能够公正地对待学

生，是学生评价好教师最为看重的因素。由此可见，

在学生心目中，道德是其衡量一个教师是否是好教

师的关键。这实际上提示我们，如果教师不能够通

过其道德人格赢得学生的认可，那么其教书育人的

合法性是不被学生接受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还是对学

生的知识教育，都必须建立在教师具备深厚师德修

养的基础上。没有教师师德修养的提高，教书和育

人也就失去了其基本教育前提。从这个角度看，锤

炼师德应该是教师不断提高教书育人能力的第一

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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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锤炼师德的前提在于增强教师的职

业认同
教师要想提高其师德水平，进而提升其教书育

人能力，一个基本前提是增强教师个体对教育的职

业认同。没有职业认同，就无所谓师德。这主要是

因为师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因教育职业而产生

的，如果教师本身对其所从事的教育职业缺乏内在

的认同，那他就很难接受和内化与之相关的教师职

业道德。对教师而言，增强职业认同，重点是增强

对教育职业特殊性的认识。教育职业的特殊性可以

从不同维度进行论述。这里主要是从教师职业的国

家规定性、价值性和有限性三个维度对教师职业的

特殊性及其对应的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进行论述。

第一，教师必须明确教师的国家公职人员身份，

自觉践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对于教师职业的根本

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

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

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

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由此可见，

教师是履行国家公职的专业人员，教师在教育活动

中的言谈举止，应当被视为一种公职行为而不是私人

行为。这实际上要求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要有

明确的国家立场、鲜明的民族意识，切实提高自己的

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把好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第二，教师要充分认识教育的价值属性，自觉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不是价值无涉的活动。

正如赫尔巴特所说的，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

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

教学”。这实际上表明，有教有学的活动并不必然是

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只有当这种教学活动包含了对

学生的善的价值引导的时候，有教有学的活动才能

够称之为教育活动。如果教师仅仅满足于知识和技

能的教育，而忽视甚至回避其育人责任，那么这实际

上就把内含价值引导的教育活动等同于“培训”。对

教师而言，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只有

当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学习以“成人”为其核心的

时候，教育才能从根本上配享教育的称谓。这就要

求教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牢牢把握“成人”这

一核心问题。偏离这一核心问题，我们的教育就容

易培养出“失去灵魂的卓越者”和“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基于此，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不仅要

做好“经师”，更要努力做好“人师”，在传递知识、

教授技能的过程中，自觉对学生进行正确价值观的

引导，避免只教书不育人。

第三，教师既要看到教育的有限性，但更要努

力做好分内之事。学生的成长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

用的结果。教师只是影响学生成长的因素之一而不

是唯一因素。因此，教师要能够承认和悦纳教育的

有限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教师就可以在“5+2≤0”

的托词中推卸自我的教育责任。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

也曾感叹其所处的时代不利于教育的开展，但这并

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对于教师，在面

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全方位影响的时候，更

为积极的心态或许应该是反躬自省，即在社会环境

一定的情况下，作为教师当时常反思：我应该作出什

么样的改变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当

学生进入学校、走进教室之后，他获得什么样的教

育体验和人生感悟，就取决于每一个与他打交道的

教师。因此，作为教师应努力做好分内之事，而不

应总是抱怨社会环境。

对于教师这一职业而言，道德修养是每个教师

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基本任职要求。提高教师的教

书育人本领，不能只是向外求索各种教育经验、教育

方法，更应注重回到自身，通过锤炼自我的师德水平，

真正做到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身教和言教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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