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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总共包括六

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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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创新的功能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道追求。

（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作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我们要为国而教，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要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

一 个 老 师 对 从 事 教 育 工 作 的 认 知 要 能 够 提 升 到 这 个 层

次，他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

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困难，繁琐的工作也不再那么繁琐。

理解了教师工作的整体意义，对国家的意义，对民族的

意义。从出处来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最早出自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教授教育人生的评价。习近平总

书记说，“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

中，融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

起 ， 从 本 职 岗 位 做 起 ， 为 实 现 “ 两 个 一 百 年 ” 奋 斗 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心有大我中的大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

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也包括全人类、大自然

等。至诚报国中的至诚，是中国儒家自成思想的当代转

化，既是一种全心全意、真心真意报效国家的主观心理

状态，也指教师个体成长为教育家的必由之路。所以心

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要求老师在从事具体的

教育工作的时候，要超越对自身价值的这样的考虑，要

把党、国家、民族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教育家精神的首要之义便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崇高情怀，这种情怀深深根植于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

与对国家的深沉情感之中，构成教育家们行动的内在动

力。他们深刻理解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国家发

展的基石和民族进步的阶梯，所以教育家们将教育视为

超越职业的使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有理想、有本领、

有 担 当 的 新 一 代 人 才 ； 同 时 ， 他 们 也 时 刻 铭 记 为 党 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紧密相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这

种大我情怀体现在对学生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注，对教育

创新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上，它是教

育家精神中最为璀璨的部分，如同灯塔一般，照亮着他

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为国

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

（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 言 为 士 则 、 行 为 世 范 ” ， 源 自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广大教师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对教师来说，

想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他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

什么样的人。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又非常深刻隽

永。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首先就

要 成 为 什 么 样 的 人 。 我 们 把 学 生 要 培 养 成 追 求 真 理 的

人，我们自己首先就要不懈的求知；我们要把学生培养

成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就应该做学生道德的楷模。我们

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我们身

上就不应该有社会歧视、社会冷漠这样的不当的态度；

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信念的人，我们当老师的自

己心中就应该有理想信念，要发出理想信念的光。那么

从思想的传承来说，“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也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四有”好老师当中对“有道德情操”这

个论述的进一步概括。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师

范大学的时候，提出了“四有”好老师亲切寄语，其中第

二个内容就是“有道德情操”。当时，习近平总书记说，

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高尚道德的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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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为师亦为范，学高为

师，德高为范。老师应该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如果

我们这个镜子上蒙上了灰尘，学生的道德学习和道德发

展那么就有了危险。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所以教育家们不仅传

授知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他

们深知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始

终以身作则，用自己的高尚品德和道德情操去感染和引

导学生，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同时，在

教育实践中，教育家们始终坚守教师职业道德的底线，

秉持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探索和创新教育

教学的方法与路径，力求达到新的高度。他们深切关注

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每个学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注

重因材施教，努力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助力

他们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三）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这是从教师的专业责任和教育艺术这个角度对教育

家进行了概括。从内涵来说，启智就是启迪智慧，这是

教育工作、教师工作的基本任务。以前儿童上学叫去启

蒙，老师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启蒙，所谓启蒙就是去除

蒙昧，点亮学生的智慧之光，润心指的是滋润心灵。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