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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精神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践行
 许军娥

教育家精神，植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教师崇高精神境界的凝练。本文通过

分析教育家精神的提出背景、核心要义，探讨了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作

用，并提出了一些教育家精神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践行策略，如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

学、以关爱学生态度营造和谐课堂氛围、身教胜于言传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发扬勇

于创新精神探索教育新模式等。这些策略有助于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更好地践行教育家精

神，培养优秀人才。

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家精神成为引领学校教育

教学的重要理念。它不仅是对历史上教育家和

优秀教师精神的传承，更是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鲜明

要求。因此，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积极践行教育

家精神，以高尚的情操、坚定的教育信念和仁爱的胸怀，

启迪学生心智，触动学生心灵，从而提升教育质量。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教育家精神，并且从六个方面

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如果

从学理上来概括，到底什么是教育家精神呢？教育家精

神是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职业精神，如同医学职业精神、

企 业 家 职 业 精 神 、 科 学 家 精 神 一 样 ， 它 是 一 种 职 业 精

神。教育家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呢？或者教育家精神在教

育职业活动当中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教育家精神是

教育工作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所体现、所秉持和所追

求的理想信念、道德原则、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综合的

体现。教育家精神反映了教育工作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

求，是教育精神在特定时代和社会教育工作者身上的体

现。也就是说，教育家精神和教育精神是内在相通的，

是互为一体的，是教育精神在教育工作者身上的体现。

教育家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那些优秀的教师和举世公认

的教育家身上。教育家就是教育家精神的诠释者、弘扬

者和守护者。

教 育 家 精 神 的 来 源 。 中 国 古 代 的 师 道 传 统 ， 是 新

时代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历史渊源。中国历史上有一

个词同样表达着教育家精神的认识，这就是师道。中国

历史上的师道，是教师哲学的一个范畴，他表达着教师

的根本理念，从内涵上，师道既是教师作为教师的根本

规定性，又是教师从事教师工作不可违背的基本价值原

则。《学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教育著作，里边包含了

孔子对师道的认识和践行。《学记》主要记述了一些教

育 的 场 景 ， 包 括 教 育 的 目 的 ， 教 育 的 原 则 ， 教 育 的 方

法，以及如何为师。其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

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就是教师应该知道

教育在什么地方可以取得成功，在什么地方教育就失败

了 。 或 者 用 今 天 的 话 说 ， 一 个 人 只 有 把 握 了 教 育 的 规

律，才能够当老师。《学记》里面有说“教也者，长善

而救其失者也”。教师，就是发扬学生的优点，并且纠

正他们各自缺点的人。这是对教育艺术的一个概括。

毛 泽 东 同 志 为 他 的 母 校 题 写 一 个 校 训 ， “ 要 做 人

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

老师就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就叫人民教师，这个称谓反

映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性质，也反映了新中国教师的根

本性质——人民的教师。人民的教师究竟怎样才能够造

就 ？ 毛 主 席 这 个 题 词 里 面 讲 得 很 清 楚 ， 要 做 人 民 的 学

生，要了解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期盼。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也是新中国对师道的新认

识和发展。从以上我们有关中国传统师道的简要快速认

识分析来看，师道，既包含着如何为师，就是对教育规

律的认识，包括对待教育工作的工作态度，还包含着文

化理想、政治担当，也包括教师的道德情操。所以，中

国传统的师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正是这些丰富的师道

内容，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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