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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呼唤教师职业匠人
李惠萍

（广东省东莞市可园中学，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新时代。“工匠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需品，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如

何把自己塑造成为一名教师职业匠人，是本文成文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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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我们曾经学过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只有经过反复实践，掌握实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做事才会

显得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这就是新时代所需的“工匠 精神”。

“工匠精神”的内核思想，我结合一些专家的看法和自己的思考，

归纳如下：在思想和品德层面：爱岗敬业乐业、担当奉献精神；

在学习和行动层面：好学乐学、专业精业、一丝不苟、开拓创新、

执着追求；在目标和结果层面：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堪称完美。

它的精髓是用心活、用心干、用心经营、用心诠释人生。“工匠

精神”是一种情怀、一种执着、一份坚守、一份责任。作为一名

教师，我们需要工匠精神，需要传承工匠精神，需要弘扬工匠精神，

我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让自己成为教师职业匠人。

一、塑造高雅高尚的人格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仁爱之心、有扎实学识的“四有”教师。我们也一直想要成为这

样高雅、高尚的教师。良好的性格是教师职业匠人的重要内涵，

一个心中充满阳光、脸带微笑、与人为善、公平正义、正直、朴

实、谦逊、礼貌、认真、积极负责任的老师一定是受学生欢迎的。

我们的教育是以培养德智体美劳法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的。

我始终认为：有才无德的人是危险品，但有德无才的人仅是

半成品，德才兼备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而自己身上没有的品质

是不可能影响别人的，只有教师同样具备高雅品质，政治强、人

格正、情怀深，才能对学生寓教于无形。孔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无限的爱生

之心是相辅相成的。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有两种职业最凸显良心，

是良心事业，即教师和医生，一个影响心灵（心理上的），一个

医治身体（生理上的），都需要高度的责任心和怜悯之心，将心

比心，师者仁心。

作为一名担任了 23 年毕业班教学的优秀教师，我面对一届又

一届天真无邪的孩子，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是全身心放在

自己的教学和学生身上的，我的座右铭是潜下心来教书育人。为

了更好地了解和亲近我的学生，我经常和我读初三的女儿聊天，

聊她喜欢的话题、喜欢的书、电影、流行、歌曲等，从中不但让

我们母女的关系更融洽，也让我知道我的学生的喜好，以便让我

的课堂更贴近学生的需要。有一次我问女儿，你们最喜欢什么样

的老师？女儿说：“上课风趣、下课好玩，亦师亦友。”这就是

我努力的方向。但在现实中，我们有些老师表现出对学生的爱不

真诚，爱不得法从而失去学生对老师的信任，也破坏了老师在学

生心目中的形象。

我认为教师的爱是一种高尚且纯洁的爱，它应该是发自于内

心的、真诚的爱，不奢求回报的爱，更不是做秀，而是实实在在

的付出，能让学生感受到的爱。因为教育的本质是心灵的碰撞，

是灵魂的影响，所以要努力和每个孩子建立心的连接，弯下腰来

倾听孩子们心的呼唤，有时轻轻地拍拍肩膀、眼神的真诚交流、

会心的一笑，一句肯定和鼓励的话语，一声哥们的问候，都在潜

移默化中拉近师生间的心的距离，这也是教师职业匠人的最大体

现。所谓“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人的本能，而爱别人的孩子是神

圣。”“以心灵赢得心灵，以人格塑造人格”。教育孩子的目的

不是传授了多少课本上的知识，重要的是怎样去教会学生做人。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要用自己

的人格魅力去感染、鼓励学生。以育人为本，当践工匠精神，为

国家培育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呼唤工匠精神、发扬教育工匠精神，

是教书育人的基础。

二、构建全面厚实的专业学识素养

我曾在《半月谈》上看过这么一段话：我国的经济发展要遵

循经济规律而实现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遵循社会规律而实现包容性发展。我想，作为教育发展而言，意

味着教育发展要遵循教育规律而实现科学发展；遵循学生身心发

展的自然规律而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而实现学

生的差异性（包容性）发展。要真正朝着这三大发展方向努力，

奋斗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职业匠人就必须具备厚实的专业、学识

素养和高超宜人的教育教学方法。我认为一名教师职业匠人的学

识素养应包括 4 个方面：广博深厚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扎实强

硬的专业学科知识，全面准确的专业教育科学知识和积极正确的

心理科学知识。

这就要求教师不但对所教课程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还应有

专业的知识和素养，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思维新、视野广、能

力强、专业硬的教师。所谓“精”就是要“知得深”，对专业知

识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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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教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

经济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尼采、弗洛伊德、马基雅维利、弗洛姆、黑格尔、

康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魏书生等的相关书籍，我们都

要精读和深思。当然，《中学政治教学参考》《教师博览》等也

是必读刊物。同时还要时刻关注本学科最前沿的信息和最新的科

研成果，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和教育教学理念。所谓“博”，就是

要“知得广”。

作为一名教师职业匠人，三教九流的知识都要略知一二，我

的阅读范围很广，文学作品、名人自传、青春小说、网络小说、

历史、地理、科普刊物、时尚杂志等。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教师，

才能做到在课堂上引经据典，融会贯通，随手拈来，才能回答学

生提出的各种怪问题，如果再加上教师有高超宜人的教学方法和

技巧，善用课堂随时产生的教育教学资源和契机，就能成为学生

心目中极具人格魅力的男神女神教师，从而实现一棵树摇动另一

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才能在

学生的心灵上打上深刻的烙印，在人格上影响和感染学生，成为

教师职业匠人。

此外，为了避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教师必须增

强法治意识，规范教育行为，依法办学，依法施教，这也是一名

教师职业匠人的风格。现代社会不但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更是一

个学习化的创新型社会，而且在网络时代，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

信息瞬息万变，教师不只是知识唯一的载体，这要求现代教师要

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实践，还要时刻保持一颗好奇心和创新意识，

才能使教师本人有紧跟时代步伐的学识和信息，才能成为学生心

灵和生活上的领路人，也才能以身作则地给学生以榜样，使学生

具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自觉性。

另一方面要求教师掌握好网络知识，尤其是多媒体教学的制

作，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去优化教学过程，使学生从图、文、

声、动画中感受教师授课的艺术和在乐趣中领会和掌握现代化知

识，把枯燥无味的道德与法治课上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让自

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教师职业匠人，真正帮助学生系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三、提高生活品位

古希腊的哲学家说过，对精神的追求，是追求神圣；对物质

的追求，是追求平凡。教育即生活，脱离生活的教育是缺乏人性的，

教书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作为一名教师职业匠人，首先应该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精神灿

烂的人。音乐、运动、阅读和旅行是我人生的四大爱好，读书和

听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可以升华人的灵魂、可以静心养性，

去掉人的浮躁，塑造自己良好的修养和性格，这也是献给孩子们

最好的人格礼物；而运动可以强身健体，让人充满阳光，浑身上

下都洋溢着一种与年龄无关的青春光芒，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

生态度；旅行会让人的眼界更开阔、胸怀更宽广、心怀更宽容，

更好地认识自己。

比如这两个暑假，我们一家三口自驾去了西藏和新疆，不但

让我见识了天的蓝、湖的碧、山的峭、路的弯，更让我体会到了

藏疆人民的朴实、虔诚还有落后，让我有更深的怜悯之心和社会

责任感。

世界是多元化的，人是多面性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所以我们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世界带来各种不同的精彩，并把

大社会带回小课堂，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新鲜的事物，以及更多意

想不到的惊喜。为孩子们搭建通往多彩世界的阶梯，体现教师职

业匠人的品质，发扬这种宝贵的精神特质。

四、结语

总之，时代呼唤工匠精神，教育需要教师职业匠人。精益求

精、开拓创新，教师对学生的培养不是学成而已，而是全面的提升，

是知识的丰富、素养的提高、潜力的开发，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让我们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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