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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内涵 
孙良溦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  教授） 

摘要：本文围绕争做“四有、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教师，紧紧扣住“师德师风”建设这一核心内容来探讨当代教师的素
质提升问题。笔者认为，随着新时代教育形势的新发展，教师应该既当“经师”又为 “人师”，亦既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
是学生的人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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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5.4 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 月 25 日上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

研。他强调广大教师要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

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

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

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

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要求广

大教师既当“经师”又为 “人师”，亦既是学生们知识的传授者，

更应该是学生们的人生导师。［1］ 

2012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围绕着

“经师”与 “人师”的有机统一，对广大教师分别提出了“四有

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六有教师”标准，对新

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赋予了其时代的具体内涵。 

一、有理想信念，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习近平强调，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

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

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

的统一者。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2］ 

韩愈《 师说 》之“ 传道授业解惑”，是指教育的综合的过程：

传道、授业、解惑，三个并列而行 。 传道：传授教育道德观念，

即是我们时下所说“思想教育”，这个是基础教育，德为先，没有

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不可成才的 。在今天怎样来宣传你的理想

信念也就是怎么“传道”？用什么“传道”?一是用好“两个结合”；

二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三是

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形成的精神谱系贯穿于日常的教学工作中。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

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构筑各类精神谱系的历史。在革

命时期形成了著名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成了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奥

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了抗美

援朝精神、垦荒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迈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承前启后，涌现了新

时代北斗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伟大的民族精神，

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

力量!［3］ 

二、有道德情操，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 

有道德情操就是有好的师德。 师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也是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学

为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示范。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教师必须具

备更高的素质；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师的灵魂。教师的

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格魅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思想品质和道德

行为习惯的养成。高尚而富有魅力的师德是一部活的教科书，就是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学生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的，

终身受益的。师德也表现为一种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率先垂范、

为人师表；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身立教、为人师表”又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师德也表现为一种社

会价值：“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

职业。”因此，作为教师要看重自我，懂得自重。陶行知先生说:“要

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先师自重。”古代师德标准是“聪明而

仁”；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

重任。《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他

“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

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

“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

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

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

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三、有扎实知识，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习近平强调，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实的知识功底、过

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

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具备学

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

导。［4］ 

新时代合格的高校“经师”应该具备四类教书育人特质。一是

要有广博深厚的通识教育知识储备，懂“六艺” （礼、乐、射、

御、书、数）、通“六经”（诗、书、礼、易、乐、春 秋）“，做 “学

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跨界智慧教师。二是要有综合、系统、扎实、

精深的学科专业理论、知识、技能和超强学 术能力。 “经师”要

精通于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以科学研究为底蕴、用自主内化的知识

创设学术课堂，灵活高效地为学生授业、解惑，帮助学生完成动态

知识结构的构建、迁移运用和创新知识的生成。三是要有终身学习

的精神、态度和能力。“经师”要“学而不厌”“温故知新”“与时

俱进”地跟踪前沿、更新知识储备，常讲常新、打造有活力的专业

课堂。四是要有高超的教学学术水平。“经师”不仅要有广博的通

识文化知识、高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还要拥有扎实的教育理论知

识、心理学知识、教学法知识和坚实的信息化教学素养，不断升华

自己的教学认知能力、组织能力、掌控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以魅

力的教学品质风格构建灵动的生命课堂，实施因材施教的启发式教

学，构建学习共同体，实现教学相长，成为学生的学问之师。教师

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通过对马列主义原著的研读，来提升自

己的思想理论水平，要求所有思政课教师每年至少完成一本书的阅

读及一篇读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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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仁爱之心，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人师”是教行为的，行为世范。作为传播人类文明、传播知

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教师要

始终秉承“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5]”这一根本宗旨，锤炼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

道德情操和完美的人格品质，在教书育人时能够以“崇德、明德、

修德、明道、信道、行道、传道”的人格范式，引领学生的人生航

向。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人师”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

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6]”的身份，坚守“立德树人”

的初心和使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 仁》）”，

将修身、齐家、处世、治国[7]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德内涵[8]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铸师魂，躬行践履，以恢弘之师德立身、立学、施教、传

德、育人，为学生滋润心灵、健全人格、塑造精神、引领道德、指

路人生。在“立 德树人”实践中，美其道，慎其行，以一身立教，

使人继其志，实现“身亡而教存”的育人使命。 

爱是发自内心的，爱是教育良知，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仁爱

就是师德的核心。在“仁爱”的环境下，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试想，在一个到处充斥着威胁、恐吓、偏见的环境里又如何培养出

学生健康的心理和正常的情感呢？作为教师，我们要长期关注学生

的学习、工作、生活过程，而不能做那种布置了任务，分配了工作

就置身事外的老师。我们要用创新思维全过程、全方位地关注学生

的发展与成长，尽量引导他们在前行的路上自己去克服困难、解决

问题，但只要他们真正出现困难时，就要及时为其排忧解难，以保

证他们能够全面、健康、和谐地可持续发展。自始至终的坚持，全

心全意的关注，这是何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这是怎样崇高的职业

道德！所以，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是

“仁爱”的具体体现，这是塑造教师形象、锤炼师魂的最终归宿。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增强使命感，做到“四个相统一”。 
一个教师的师德师风怎么样，主要看他是不是拥有“一个忠诚”

即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两个服从”即服从大局、服从领导 ；“三

个热爱”即热爱国家、热爱学校、热爱学生；处理好“四个关系”

即处理好家务与工作的关系、份内工作与份外工作的关系、吃亏与

便宜的关系、提出意见与尊重人格的关系；“五个自觉”即自觉学

习、自觉守纪、自觉清廉、自觉共事、自觉创新；“六个意识”即

师表为范--师表意识 、德育为首--育人意识 、容人为怀--胸襟意

识、教学为主--课堂意识 、质量为上--质量意识、自省为本--自

省意识。总的要求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胸怀磊落、谦虚诚实；

仪表端庄、服饰适当、举止得体、礼貌待人、语言文明、谈吐优雅，

真正做到“四个相统一”。 

“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书育人，此乃师德 之本也

（《礼记·学记》）”“为师先为人，修业先修德（《论 语》）”，明道

立德、厚德践仁是教师发展之基；“敬业者， 专心致志，以事其业

也（《朱子文集》）”，敬业、爱业、乐业、勤业、思业、精业是教师

躬身教学之道；博观约取、扎实学识、做强学术、厚积薄发是教师

立教之本；授人以渔、潜心教学学术、掌控课堂是教师从业之术。

总之，高校教师要自我正心明道、修身修业、学思并重、知行合一，

以“四有、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六有教师”为标准，诠释“经

师”与“人师”合一的风采，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师德师风的时代内

涵，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尊严而惮，耆艾而信，诵说

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 展现教师的“德、学、艺”三高特质，

培养自由的头脑、丰富的心灵、善良高贵的灵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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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阵地。同时还应当掌握信息图片的处理方式，满足学生心理表

达的需求，将抽象的内容直观形象的呈现出来，避免话语霸权，提

升话语的行动效果。其次，培养“把关人”的专业素养，满足碎片

化传播下高校形态教育的需求。高校重点培养党干部、思政教师、

辅导员等网络”把关人“的话语权，从而保证思政教育话语的严谨

性，牵动学生的思想，传递社会的正能量。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时代的高校思想政

治课程已经成为了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途径。所以，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

背景，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当

中，实现对于大学生政治立场、理想信念的培养，使其成为优秀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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