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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汉书·平帝纪》

中最早出现“经师”的概念，专指汉代以后讲授儒家经书的教

书先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以来，“经师”泛指传授专

门知识或学问的教师。“人师”的概念出自《荀子·儒孝》，

泛指有教育情怀，以教育为事业追寻，善于启发学生，以促进

学生的终生发展为根本追求。简言之，经师是教书的先生，而

人师是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具备高尚的师德、师风

与师能，并能够影响学生，为学生心灵种下真善美种子的播撒

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事

关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民族复兴大任接班人的核心问题。

而教师是办好思政课的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力军，因此，要将“经师”作为起点，以“人师”

作为更高境界追求。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人师”内涵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

会时对全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政治要强、情怀要深、

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个要求。这六

个要求可谓是新时代思政“人师”的内在要义和标准，是一名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师德修养方面应努力的方向。

1.1在政治素养方面：政治强情怀深

思想政治理论课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的问题，

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因此，讲好思政课关系着

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千秋伟业。“欲人勿

疑，必先自信”，只有教师自己信仰坚定，心怀家国，有着对中华

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刻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

程的深刻感知，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义不容辞的责

任感，对社会主义坚定的信仰感，才能在面对各种错误思潮时方

向坚定、立场明确，才能把问题讲清、讲深、讲透，学生也才能

真信、真懂、真用。教师只有先在自己心中扎下信仰之根，才能

播撒信仰之种，最终在学生心中结出信仰的果实。

1.2在知识素养方面：思维新视野广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授学生的是认识自己、认识中国、认识世

界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一项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加之信息化

时代的到来，学生获得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展，对教师的期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论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的师德修养

魏成芳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2019年3月，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个要求。这六个“要”是新时代“人师”的内在要义。新时代，应
对内外环境挑战，完成高职院校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应用型人才的任务，思政课教师要明确身上所肩负的使命，不断加强师德
修养，提升政治力、学习力和创新力，争做教育“人师”。

【关键词】人师；思政课教师；师德修养

待与要求也随之提高。因此，新时代的思政“人师”不单要有专

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还要有国际视野、历史视野，要能结合

时代特点和学生特点，调整创新不同的课堂教学方法，通过以学

生喜闻乐见的知识呈现形式，在深入、具体而又生动的纵横比较

中，在学生深刻的自我学习体验中，自觉接受真理并内化为内心

的信仰和理念。

1.3在品德素养方面：自律严人格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思政课教师身

负“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重责。亲其师，方能信其道。“教

书者必先修己，育人者必先律己。”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

须要严于利己，言行一致，要以身作则，做到课内课外言行相一，

关心关爱学生，用自身的人格的魅力感染学生。

2 　新时代呼唤“人师”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学生是未

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财富。通过学

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初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爱国情感，将

为他们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和

情感基础。

但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有其较为特殊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当

代大学生，他们思维活跃，价值追求个性化，自我意识强，对权

威服从弱。加之，信息化时代尤其是自媒体多元化的海量信息给

他们的思想带来更大冲击。这就给思政课教师上好思政课带来更

多挑战。能否迎难而上，启发学生，追寻真理，坚定四个自信，做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因此，加强师德修养，争做传道示范的“人师”，既是调动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内在积极性的需要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

效性的途径。

3 　争做“人师”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何做一名新时代的“人师”，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系列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要增强政治定力，提高政治站位，明确肩上所肩负的

家国使命；要不懈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更

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展现新时代“人师”的艺术和人格魅力。

3.1提升政治力，坚定信仰，诠释“人师”人格引领力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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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问题上，

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然而，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和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一些歪曲历

史、污名化历史的信息时有出现，严重误导了大学生的认知。

如何直面、批判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想，给予学生以正确引导，

需要教师自身首先必须有坚定的立场；同时，要用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科学的理论，透彻的分析讲清楚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

题，从而回应学生的思想困惑，给予学生以正面引领。要做到

这一点，我们自身必须政治立场坚定，能站在党和国家民族的

高度，以胸怀家国的情怀，时刻保持政治清醒。引导学生增强

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学生明白爱国同爱社会主

义，爱国同爱党的一致性；引领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自觉融

入到学习、生活和未来的人生工作中。

3.2 增强学习力，练就过硬本领，展现“人师”专业风采

要思维新视野广，就要不断学习，把学习作为进步的动

力。要做“人师”，必先成“经师”。首先，要扎实学习

专业知识。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学生，真理只要强大就能引

导学生。要通过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用真理的魅力感

召学生。其次，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随着信息大爆炸时代的

到来，学生获得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展，对教师的期待与

要求也随之提高。加之“思政课教学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涉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涉及世界史、国际共运史，涉及世情、国情、党情、民

情等等。”只有不断学习、广泛涉猎，教师才能将教学内容融

会贯通，才能有效回应学生心理诉求和困惑，才能让学生在人

文素养的熏陶下、在润物无声的学习中产生心灵的共鸣，得到

认识的升华。

3.3 追求创新力，提升教学艺术，演绎“人师”艺术魅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简单的政治宣传，不可能通过喊口号的

方式获得学生认同，必须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著名教育家吕

型伟说过：“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

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要成为新时

代的“人师”，就要有奉献精神、求真精神、创新精神。创

新将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文件体系向教学语言系统，知识体

系向信仰体系转化艺术与方法。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以

回应学生思想实际需求为基点，在教材内容的转化上“深耕细

作”，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时政热点精准提炼教学内容。结合

学生特点，创新授课形式，利用网络新媒体拓展学生的学习渠

道；创新话语表达艺术，善用学生喜爱的语言体系将教学内容

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注重塑造个人人格魅力，以育人

为使命，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创建自己的教育风格，以人格

表率去感染学生、赢得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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