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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层面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下简称思政课

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针对思政课教师素

质地位作用鲜明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遵循

这一论断，思政课教师必须对标“六要”标准和“八个相统一”教

学原则，锤炼能力素质，科学钻研教学，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学能

力水平，不断增强思政课的三性一力。1 事实上，高校思政课教

师素质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关系着大学生的人生

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思政课教师素质影响着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的坚持，影响着高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影响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中观角度来看，思政课教师素质

影响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成效，影响着社会主义事业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育质量；从微观角度来看，思政课教

师素质影响大学生正确“三观”的树立[1]（王建新，2019）。由

此可见，高校思政课教师至关重要的角色地位倒逼其素质能力在

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具有关键性作用，倒逼思政课教师成为思政

课教学的主动引领者和扮演思政课教学指挥官角色。可见，研究

高校优秀思政教师素质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透

过文献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建构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主要

存在：基于国家顶层设计决定的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与基于

基层实际操作决定的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两种取向。

1  基于顶层设计决定的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

基于顶层设计决定的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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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建构，核心理念与目标都源自顶层，是一种自

高端向低端展开建构的方法，主要指适应党和国家对于思政课建

设要求，依照国家从全局角度出发针对性颁布的关于思政教师队

伍素质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开展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

近年来在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思政课教师重要指示要求与教育部

文件精神的具体指导下，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问题研究自上而下

一直层层推进。依照2014年国家倡导作为教师必须具有坚定理想

信念，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具有广博扎实学识以及具有崇高仁爱

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指示要求2，建构思政课教师素质应以“四

有”好老师为标准严格要求。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素质、创新素

质、实践活动素质和良好的师德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具备的基础

素质，高校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不断提高教师

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教师以批判精神为支撑，加快提高其创新

素质，以师生互动为基础，了解学生需求，提升社会活动素质，以

丰富的道德体验，不断提高师德素质[ 2 ]（吴建强，舍娜莉，

2015）。依照2016年国家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而提出“坚持

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

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的“四个相统一”优秀思政

课教师素质标准，学者们再次开始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新的

探索3。有学者们建构了包含思想道德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

研创新素质[3]（鞠宏一，2016）三个内容的思政课教师素质结

构。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良好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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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素质是新时期高校思政课教师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这些

素质结构可以进一步促进思政课教学与科研相长，显著提升教学

质量；同时还认为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式、方

法是思政课教师提高教学实效性必备能力素质[ 4 ]（雷江梅，

2016）。还有研究发现高校思政教师素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

相关，新形势下高校思政教师应素质结构应该包括可靠的思想政

治素质、高超的业务素质、崇高的师德素养、健康的心理素

质、广泛的知识素质、较强的科研素质等多方面素质[5 ]（孙静

茹，2016）。另有研究者指出教师人格魅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

关键，就是思政课教师素质结构核心。他们强调通过教师专业

知识讲解与言谈举止体现的德行突出反映着教师的人格魅力，教

师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类推，深厚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功底，深广的科学文化知识，高超的课堂

教学技能，高尚的人格情操品质就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格魅力
[6]（温树峰，钱嘉奇，2017）。依照2018 年国家对于优秀思政

课教师素质建构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

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六

个方面下功夫指示精神，学者们再次从教师与学生，思政课的

教与学两个方面开始建构思政课教师素质4。有研究者提出思政

课教学改革关键在教师，思政课教师素质直接影响着思政课教学

效果[7 ]（胡孝四，201 8），只有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做到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思政课教学必定取得实效，反之

亦然。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的素质构成

思政教师的基本素质内涵[8]（刘绍春，2018），过硬扎实政治素

养、高尚优秀道德素养、创新务实的学习素养、敢于担当的社

会素养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核心素养[9]（薛秀娟，王茜，

2018）。依照2019 年国家进一步明确的政治强、情怀深、思维

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优秀思政课教师能力素质要求
5，研究者对标思政教师“六要”标准，掀起了高校思政教师

素质建构研究的热潮。有学者[1]（王建新，2019）基于突破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中存在的教学育人针对性实效性不足、教师队伍

建设、教学改革创新、社会与学生需求统一、追求目标与实际效

果保持一致等问题，其认为提高思政课教师队伍自身整体素质是

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是破解困局的根本所在。而评价思政课教

师整体素质，一方面要对标“四心”标准，看这个群体是否要具

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虔诚之心、对思政

课的教学以及学术研究的精业之心、将自身价值融入思政课教学

并享受教学的专注之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坚守思政课教学

价值追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恪尽职守、追求卓越的内在情

怀的坚韧之心”[1]（王建新，2019），另一方面要在教育教学实

践检验，看其是否做到从心开始并四心并用，全身心投入到思政

课教学与研究中。2019年8月为扎实学习贯彻落实国家领导人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国家有关部门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意见》以全局视野、

纵深视角、改革视域、创新视点就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作

出明确部署6，特别就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贯彻

落实作出系统安排，进而为建构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发挥高校

思想铸魂育人提供了政策遵循和行动指南[10]（武贵龙，2019），

由此为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的探索掀起新的高潮。

综上可见，基于国家顶层设计决定的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

质建构，偏重宏观层面顶层决定，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自上而下

发散展开，建构的科学性主要取决于对于顶层设计的准确理解与

执行能力，思政课教师素质重在从理论阐释中逐步建构，具有系

统性和综合性。

2  基于基层实际操作决定的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

基于基层实际操作决定的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重

点着眼于思政课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实际所需能力素质，强调现实

实践经验与实际可操作性，是自下而上的建构，特别是指围绕

高校思政课教学规律、教材内容结构、大学生特点，对经过实

践检验中发掘浓缩具有适应思政课教学需求优秀教师素质能力进

行针对性建构。研究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决定高校思治课教

学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但决定因素在与教师素质，为此其指出

思政课教师必须在“以理服人－提高理论素养，夯实知识底

蕴”、“以法引人－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情

动人－用激情讲活教材用真情感染学生”三方面多下功夫[11]（宁

玉兰，2012），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最终得以增强思

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基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首要在于

思政教师素养的观点，学者认为坚定政治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思政教师的全面能力素养、思政教师的高尚人格素养是

思政课教师主要素质成分[12]（王菲，2012）。另有学者对实践

证明的优秀思政课教师代表群体进行个案研究，发现这些优秀思

政教师主要具有思政教学责任感使命感，坚持真懂、真信、真

教、真爱、具备鲜明人格魅力以及学术魅力，在教学方法上不

断创新善于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13]（蔡中华，2012）。还有

研究者总结发现，高校思政教师必备素质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崇高的职业道德素质、全面广博的知识

体系、稳定的教学能力、创新型的科研能力、健康的身心素质
[14]（王笑颜，2013）。同时研究发现，高校思政课堂建设，最

核心、最本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要把握学生为本、学

生为中心思想，更要把握教师素质能力的建设成为当前“智能

课堂”环境下思政课堂建设的重点[ 1 5 ]（张耀天，周青山，

2019）。同时有研究者参照胜任力研究模式建构了包括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政治素养、师德特征、个人特质、师生和谐六个维度

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结构模型，总结出包含25个胜任特征的高校

思政课教师胜任力模型。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理论胜任力、课堂

教学胜任力、职业态度及其道德胜任力三个维度及其具体指标是

思政课教师胜任力主要构成要素[ 1 6 ]（冯昊青，高玉娜，

2019）。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视角独特，内容与方法具有创新，更

多从实践经验视角探究了思政课素质结构的建构。

综上，我们发现基于基层实际操作决定的高校优秀思政课

教师素质建构，是自下而上的建构，偏重采用聚合思维逻辑开展

研究，强调从微观入手，从现实实践经验与教学需要入手，倾向

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建构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具有一定特色与

优势。

3   基于顶层设计决定的自上而下与基于基层实际操作决

定的自下而上的两种建构整合

基于顶层设计决定的自上而下与基于基层实际操作决定的自

下而上的两种建构，各自具备鲜明特色与独特优势，在优秀思政

课教师素质建构中各自具有一定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研究成果

也很丰富，对于有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发展均发挥

一定作用。不过，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来看，两种单一视角的建构

取向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是从研究思路看，基于顶层设计决定的自上而下与基于基

层实际操作决定的自下而上的两种建构体现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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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研究的不同层面、不同优势与不同的信息加工特点，一个重

宏观，具有全局性，一个重微观，具有局部性，一个重政策

指导，突出理论性，一个重现实需要，突出实践性，两种单

纯建构取向缺乏统一性，缺乏有效的整合。

二是从研究内容看，现有的研究体系往往存在单一单项性问

题，研究或是从领导专家视角出发，构建领导与专家心目中优

秀思课政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体系；或是从学生视角出发，构建

高校学生心目中优秀思政课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体系。从不同单一

视角构建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结构内容要素，缺乏一致性和整体

性，不利于素质建构全面性。

三是从研究方法看，我们发现高校思政教师素质建构存在理

论与实践不统一，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缺乏有效结合，或重理

论建构，或重实践经验，由此造成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研究信

效度不高。

事实上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是一个高度综合统一整体，

两种建构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互相弥补，不可割裂。在建

构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过程中，对两种建构取向进行科学整

合，必定会取得优质的建构成果。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必

须体现整体关联性，必须突出宏观与微观统一、整体与部分有

机结合，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相统一。由此，从整体关联性考

虑，建构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结构，必须在宏观中以国家高校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抓手，适应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六要”素

质标准，坚持思政课教学“八个相统一”教育规律，在微观

上以教学实践经验中总结出适应新时代思政课教学需要以及大学

生受欢迎的优秀教师具备素质为依据，将基于顶层设计决定的

自上而下与基于基层实际操作决定的自下而上的两种建构系统整

合起来，系统性的建构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结构，有利于思政

课教师更好的理解教书育人的本质，促进其将思政教育作为终

身事业，激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层次的内生动力和创新创

造活力[1 7 ]（冯刚，高静毅，2 0 1 9），使得思政课教师有效发

挥关键作用。

综上，要科学整合两种建构，我们认为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下功夫。一是要基于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相统一、整体建构与

部分建构有机结合，国家政策与实践验证相协同的思路开展建

构；二是要结合专家领导层、教育管理层、教师团体、学生

群体等多方位视角，整体性进行优秀思政教师素质建构；三是

注重素质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发展性时代性，将理论探究与实证

验证研究方法相结合，深入开展优秀思政课教师素质建构。

注释：

1.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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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

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0/c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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