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① 

2023-09-18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李浩燃 

追忆师生往事，晒出珍藏合影，转发教师节祝福……开学季，不少人

在社交媒体平台感念师恩，向师者致敬。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前不久，

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

表，从六个方面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

求。这其中，“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居于首位。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选择了教师这一“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

就意味着与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

“传道授业解惑”等理念，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教育救国、教育报国、

科教兴国……近代以来，教育承载着无数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三尺讲

台育桃李，粉笔无言写春秋。教师，燃烧自己、成就他人、报效国家，

也升华着自我的人生价值。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立德之源。“振

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以拼

命三郎的精神叩开“地球之门”，抢占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一个基

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援藏 16 年，



跋涉 50 多万公里，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国家落

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万步炎常年坚持在大洋上、研

究室里，带领学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海洋资源勘探技术研究……新时代

的神州大地上，一批批优秀教师孜孜以求，以身许国、心系人民。他们

激扬爱国情、报国志，书写了感染心灵的奋斗故事，给无数人以信心和

力量。 

教师是燃灯者，自身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引领人向上向善。时代越

是向前，越需要一大批“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好老师。矢志追求让

亿万农民腰板“直起来”、“中国饭碗”满起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扬

州大学教授张洪程潜心研创水稻技术，每年有 1/3 以上的时间在基层度

过；他创建“课堂—实验室—基地—生产田”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知农爱农兴农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140 多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正呼唤广大教师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化为职业追求。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

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

的重大考验。我们要面对综合国力的比拼，更有精神和意志的较量。

1880 多万各级各类专任教师心怀“国之大者”，树立“躬耕教坛、强



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激扬奋发有为的精气神，将“小我”融入“大

我”，就能用肩膀挑起学生的未来、民族的未来。 

“40 多年来，每次走进教室上课时，我都会对孩子们说一句‘起立’。

‘起立’代表着力量、希望和行动。中国的‘起立’，将由孩子们的‘起

立’撑起，而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的‘起立’。”今年教师节，

“时代楷模”张桂梅发表“写给青年教师的一封信”，激起社会广泛共

鸣。胜负之征，精神先见。广大人民教师顽强拼搏、接续奋斗，大力弘

扬教育家精神，必将汇聚起磅礴之力，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② 

2023-09-2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彭飞 

在中国人民大学，不少人听过关于高铭暄教授的一则小故事。一次，

这位 90 多岁高龄的老先生要为青年教师做一场讲座。有人注意到，他

16 页的手稿上，满是修改痕迹。原来，他为了这次活动，前一夜改稿

到凌晨两点。虽然讲座主题与以往大致相同，但他备课仍一丝不苟：“每

次听的人都不同，当然要重新整理。”这位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

誉称号的名师，不仅用学识培养了一批英才，也用言行、品格影响了众

多青年学子。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

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深刻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其中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

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

师”的统一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教师既要“言传”，也要

“身教”。好的老师，不仅是学生学业上的领路人，更是人生道路上的

好榜样。谈及教师职业，扎根乡村的云南省“最美教师”马琼郭说：“小

时候惊叹老师博学多才，上能当‘法官’、下能修课桌，也能感受到老

师的用心用情，这让我萌发了成为一名教师的人生理想。”在求学历程

中，许多人因受到优秀教师的影响而明晰了人生目标、努力方向。广大

教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引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

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

的人群。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

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用科技为荒山带来苍翠的李保国，扎根贫困

地区、献身教育扶贫的张桂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西安交

通大学西迁老教授，全国各地发挥余热的“银龄教师”……新时代，一

大批优秀教师不断涌现。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感染了更多青年教师，影响了无数学生。实践证明，有大德的老



师才能教出有大志、有大我的学生，才能在传道授业中引人以大道、启

人以大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师德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需要在实践中教育培养，

更需要教师加强自我修养。“教师是给学生点亮人生明灯的，当然首先

要自己心中有太阳”“再忙再累，不能忘记自身的修为”，“人民教育

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一辈子

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躬耕教学事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坚持学

习、提升自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新征程上更需广大教师崇德修身、严以律己，既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

也拓展学生的精神世界，努力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世人效法的榜样。 

教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大力弘扬教育

家精神，激励广大教师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努力做“经

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必将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

更多源头活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启智润心 因材施教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③ 

2023-09-22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周珊珊 

学生里，有的选择“当一名备受学生喜爱、知识渊博的数学老师”，

有的表示“今后要用所学为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还有的立志从事数学



研究或教育……从教 30 年，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蔡小雄始终笃信

“比成绩更重要的是成长，比上课更重要的是育人”，和同事一起帮助

学生寻找人生方向。通过这位 2023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教学实践，

人们看到了教师在推动学生多元发展方面的作用。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

的根本力量。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的育人智慧”。好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心灵成长的引路人。新时代新

征程，广大教师应不断涵养育人智慧，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实践，

真正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教育，蕴含着无穷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

谈时深情地说：“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

们教给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无穷。”做一名好老师，

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不仅要启智，更要润心。让学生在学习知识、

启迪智慧的同时，也塑造高尚的灵魂和健全的人格，培养适应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样的教育，才

能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每个学生的禀赋、潜质、特长不同。

用心发现学生的长处，探索多样化办学，注重因材施教，能够帮助孩子

们拓宽成长成才的道路。乡村教师支月英几十年如一日，用“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不仅让孩子们学习知识，更让他

们树立起走出大山、远离贫困的信念。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党总支书记、

校长窦桂梅多年保持“一日蹲班”的教学习惯，还带动年轻教师一起参

与，俯身面对学生的个体差异。面向学生、因材施教，注重学用相长、

知行合一，就能以充满智慧的育人实践落实素质教育理念。 

强教必先强师。作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提升育人

本领、积累育人智慧是必修课。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对教师

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准确识变，与时俱进，拓宽教育视野，把握

教育规律；科学应变，适应好“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所带来的

教育转型，善用技术提高教学质效；主动求变，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

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教师更好适应变化，让启智润心、因材

施教的育人智慧抵达更高境界，才能用实绩不断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

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广大教师心怀“国之大者”，见贤思齐、拼搏奋斗，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必能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更大力量。 

勤学笃行 求是创新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④ 



2023-09-25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崔妍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要跟着时代前进，怎么会够呢？我鼓足

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

劲。”从教 70 余年、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于漪，痴迷语文教学，耄耋之年仍坚持

站上讲台。她躬耕教坛、与时俱进，用行动践行“做了一辈子教师，但

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彰显了“师者为师亦为范”的境界。 

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重任。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

师代表的信中，深刻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广大教师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躬耕不辍，涵养渊博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功

底、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水平，才能

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学不可以已，教师应当成为勤于治学、不懈求索的表率。“为学当

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卫兴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

年来，这位“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与“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

始终奋斗在勤学求真的道路上。90 岁之后，虽然病痛缠身，仍每天学

习工作不少于 8 小时，经常参加学术活动；即使卧病在床，也坚持与学

生探讨学术问题。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卫兴华将知识精华传授给学

生，也让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实践表明，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广大教师以身作则，既传授知识、也传递信仰，

就能给学生以无穷力量。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如今，无数优秀教师秉持躬耕态度，激扬奋

进的精气神，以勤勉奉献为“强国有我”写下生动注脚。长期在野外进

行科学观测与试验研究，重庆大学教授蒋兴良用持之以恒的科学实践，

攻克能源电力装备安全多项重大科学与技术难题，为我国电网安全作出

突出贡献。既“树木”又“树人”，贵州大学教授丁贵杰带领团队创建

马尾松杂交育种技术体系和种质基因库，在多目标培育技术体系和优化

栽培模式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在教学和科研中培育创新人才。深厚渊

博的学识，学无止境的精神、知行合一的品格、实干奋斗的情怀，都是

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的宝贵财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时代越是发展，越需要教

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今天，教学工具不单是粉笔黑板，还有了翻转

课堂、智慧教室；教学场所不止于三尺讲台，而向社会大课堂延伸；授

课内容不局限于书本教材等学科类知识，更要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学习需求越来越多样，对教师能力素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葆有创新意识，持续加强知识储备、优化教育教学

方法、提升教学质量，才能更好适应时代变革，实现教育发展、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新征程上，广大人民教师大力弘扬教育

家精神，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以精湛的学识、深厚的

素养、创新的理念，做学生前行的引路人，必能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乐教爱生 甘于奉献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⑤ 

2023-09-27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张凡 

2001 年，20 岁出头的张玉滚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河南伏

牛山深处一所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为了“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梦想”，

他扎根深山、坚守讲台，把自己磨炼成能教书、能做饭、能裁缝、能治

病的“全能型”教师，用关爱陪伴乡村孩子成长。2006 年前，学校到

山外不通车，他靠一根扁担，把学习和生活用品挑进大山。最近，“时

代楷模”张玉滚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再次打动了观众。 

有无数像张玉滚一样的人民教师。他们爱教育、爱学生，一辈子在

三尺讲台默默奉献，有的在学生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有的坚持用自己

有限的收入捐资助学，有的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岗位……如春蚕，如蜡炬，

他们诠释着人间大爱，共同构建了教师这一职业群体的精神底色。前不

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

精神。“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正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自古以来师道传承的重要精神内

核。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为什么教育中的爱如此重要？事实上，学生们

的性格爱好、脾气秉性、兴趣特长、家庭情况、学习状况等不尽相同。

教师具备仁爱之心，才能尊重、理解、包容每一名学生，注重学生的全

面发展，进而通过精心培育、耐心引导，呵护学生健康成长。从教育的

本质来看，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智慧的启迪，还是品德的涵养、心

灵的塑造。教师付出纯粹无私的爱，就能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

润泽学生的心田。 

爱是教育的灵魂，有爱才有责任，有责任才有奉献。正是因为饱含

对三尺讲台的热爱、对莘莘学子的关爱，很多老师有了“择一事终一生”

的执着坚守，有了“只为桃李竞相开”的无私追求。这样的爱与责任，

让乡村教师石兰松在深不见底的大龙湖上摆渡 30 多年，为学生们撑起

求学之路；让退休教师陈立群谢绝其他学校的高薪邀请，主动到贵州大

山深处扶贫支教；让特教教师张俐既当老师又当妈妈，用爱的教育为“折

翼天使”插上逐梦的翅膀……仁爱之心，孕育了为人师者诲人不倦的敬

业精神、淡泊名利的高洁品质，也成就了他们更有价值的事业与人生。 

如今，教学条件不断升级，教学手段更加丰富，教学风格更加多元。

时代在变迁，但爱是教育的永恒主题。无论是在偏远山乡躬耕，还是在

繁华都市执教，教师们都应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把自

己的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以真心呵护学生成长，用大爱书写教



育人生。当然，有爱的教育不是纵容。在严爱相济的前提下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教育效果才会正向而恒久。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办好这项事业，呼唤师者的真心

付出，也需要各方的共同奔赴。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全社会

更加重视教育、爱护教师，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

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必将更好激励他们厚植教育情怀、涵育仁爱之

心，以大爱点亮孩子的梦想、托举民族的未来。 

胸怀天下 以文化人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⑥ 

2023-09-28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邹翔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地球仪，这是学

生们送给他的教师节礼物。地球仪上，已经推广了菌草技术的地方都被

贴上了标识。如今，菌草技术不仅推广到国内 500 多个县区，还被推广

至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民谋利、为国争光、造福人类”，在林占

熺的影响下，许多学生毕业后加入菌草科研团队，致力于使菌草技术成

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 

一名优秀教师，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

任和使命。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中

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



弘道追求”。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要求广大教师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同时胸怀世界、放眼未来，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从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折射出胸怀

天下的高尚追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育为公”。作为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教师应当涵养家国天下的深厚情怀，传

承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教育引导青少年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

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之中，立大志、明大德、成

大才、担大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回忆：“我从小就

看我妈妈给我买的小人书《岳飞传》，有十几本，其中一本就是讲‘岳

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很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将其融入教学育人全过程，能够更好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四十余载教书育人，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把“哲学的目光”

聚焦于对“真善美”的求索，以哲启思、以文化人，培养了一大批哲学

教育和科研人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金庭学校教师石灵芝，在多年语

文教学中坚持以文化道、以意动人，让课堂有情境、有情感、有意思、

有意义。在教育教学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



传递给学生，有利于引导他们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矢志

奉献国家和人民。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战胜人类发展面临

的各种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努力。当前，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

转变为现实。教育应该顺应大势，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促进对人

类各种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和未来愿景的体认，以促

进各国学生增进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确立为人类

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从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

来。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做新时代的“大先生”，必须有大的视野、

大的胸怀、大的格局、大的担当、大的气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新征程上，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心怀“国之大者”，争做“大国

良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必能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