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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扬教育家勇于创新的精神，探索教育新模式

教育改革需要教师具备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探索教

育新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应敢于打破传统束缚，尝试更加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引入信息化技术、开展

项目式学习等创新方式，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潜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这种勇于创新的

教育家精神，不仅有助于推动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还能

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例如，教师可以结合信息化技术，利用多媒体和网

络资源，打造富有互动性和趣味性的课堂。通过制作生

动的课件、使用在线教育平台，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

上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提高教学效果。同时，教师还

可以尝试开展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掌握知

识，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研究，分组合作，自主查找资料、

设计方案并进行实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学

会如何解决问题，还能够锻炼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通

过这种勇于创新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潜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为培养

更多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做出贡献。这种教

育新模式的探索，正是教育家勇于创新精神的体现，有

助于推动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五）坚持教育家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升专业

素养

教师应当深刻理解和积极践行教育家终身学习的理

念，持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这意

味着，教师不能停滞不前，而要积极地通过参加专业培

训来拓宽视野，通过阅读教育类书籍来汲取新的教育思

想，通过与同行深入交流碰撞出教学的火花，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

的教育改革。这种持续学习的态度和精神，是教师为学

生提供更优质教育服务的关键，也是践行教育家精神的

重要体现。

例 如 ， 教 师 可 以 通 过 参 加 专 业 培 训 ， 深 化 对 教 育

理念和教学方法的理解，将这些新知融入日常教学中。

在阅读教育类书籍时，教师可以汲取前沿的教育思想，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出更具启发性和趣味性的教

学方案。同时，与同行的交流也能为教师带来新的教学

视角和灵感，从而不断完善自身的教学策略。在具体实

践中，教师可以尝试将传统的教学内容与现代化的教学

手段相结合，如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

或者通过互动式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

教师不仅能够让自己的专业素养得到持续提升，还能在

实际教学中更有效地引导学生，帮助他们更好地吸收知

识，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通过这种方

式，教师可以将教育家终身学习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结　语

教育家精神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践行，展现了其深

远的影响力。一是教育家精神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所

提出来的，对于教师队伍建设是重要的任务。二是对中

国传统世道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六个方面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

神与中国传统师道的结构和内容都具有一贯性，都体现

了对中国传统师道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是对马克

思主义教师观，包括中国共产党教师观的重要发展。四

是与习近平总书记其他有关教师地位、作用、素质要求

的丰富论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总结一句话，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新时

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

和引领。我们全国1800多万教师，都应该认真学习，深

入体会和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

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为我们个人的专业成长，为我们不

断地提高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总体为推进教育现代化

和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教师应通过因材施教、关爱学生、身教言传、终身

学习以及勇于创新等多方面的实践，不仅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效果，更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教

师可以继续深化这些践行策略，让教育家精神在学校的

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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