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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人格要正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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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承担着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和为实现中华民族“长风破浪会有时”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培养合格建设者与接

班人的重任。而站在思政课讲台上的教师为了顺利助推这些任务高效完成，首先必须拥有自身的人格魅力，然后将其升华为课堂上所呈现的

鲜活人格。无论是自身魅力人格还是课堂呈现出的人格都会影响到教育过程以及教育效果，所以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时刻严于律己、坚守人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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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召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

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六个要”和“八个统一”。其中有一条就是思政

课教师必须“人格要正”。通常意义上的“人格”，是指一个人的品格、

资格以及气质的总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

是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在讲授思政课之前，一定要有自身在日常生

活中的优秀人格，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大思政”，课内课外老师都

在用人格树立榜样；只有这样才能用高尚人格堂堂正正上好感染大

学生的思政课。

一、坚定的政治立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马克

思主义指导思想以此来树立正确三观、就是要让学生理解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为何科学、就是要让学生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塑造正确价值观、就是要让学生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课必须让有坚定政治

信仰的老师去讲，这样才不会出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背道而驰现象。

这就要求老师拥有过硬政治觉悟和素质，主要包括高校思政课教师

要理解并从内心认同马克思主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依法治国、坚决敢于向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

观点亮剑，旗帜鲜明捍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才

能理直气壮给那些处于“拨穗期”的当代 00 后的大学生上一堂喜闻

乐见、备受鼓舞的高校思政课。著名“红色理论家”郑德荣在他的

一生当中秉承着“在马言马、研马信马、信马护马”，郑老第一次给

博士生上课不会立马讲授一大堆专业知识，而是给学生树立正确的

政治立场，让学生要通过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

高校思政课教师或者与高校思政工作相关的行政干部与班主任更要

“明师道、铸师魂、讲师德、怀师爱”，始终坚持与党同心同行，把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落实、落细、落小。

二、自觉的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教

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相统一”，而“人格”一词重在强调人在实

践中践行自身秉承的理念由此塑造的人自身的尊严、人的基本格调、

人的高尚境界，中学思政工作主要任务是以文化人、以理服人、用

行感人。所以，高校教师只有以身作则，自身讲授的理论和弘扬的

信仰才能深入大学生心田、理论才能铿锵有力。首先，高校教师必

须自身先接受教育、摆正自己的位置，彻底搞清楚所讲的基本概念，

还要积极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并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也就

决定了上好高校思政课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事。列宁曾经说过“我

们要用人类已经创造的全部知识以及财富去丰富自己头脑以期成为

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为的是更好地履行共产党人责任和承担历

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高校思政课教师具备这些能力当然不是一日之

功，只有在日积月累和勤勤恳恳的实践中高校思政课教师才能有扎

实的知识底蕴、栩栩如生的课堂表达、摸索中形成高效的老师主导

和学生主体的循序渐进教学方法和教学环节、教予大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的思考能力、营造富有生机的课堂效果，最终提高高校思政课

实效和影响力，实现高校思政课入眼入耳更入心。只有这样高校思

政课堂才不会是泛泛而谈、才不会是刻板抽象，更不会是以前多数

思政课堂的“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其次，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

言必行、行必果，做到知行相须、以身载行。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

程当中也会听师言、观师行，师只有出言必行、行之有果才能做到

以理服人、以行化人。高校思政课教师或者干部发挥模范作用才是

对学生最好的教育，我们坚决反对“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基础

薄弱和“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

三、真诚的情感代入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

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就是一个“社会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作为

双主体的老师和学生都是活生生的存在，他们都有自身的经历、有

自身的偏好、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所以，高校思政课堂应该是让学

生和老师在互动中绽放出真理之花、在真情流露中产生情感共鸣，

这样的课堂才是有温度、有情感、沁人心脾、发人深省的好课堂，

相反，我们坚决反对高校课堂中以前大量存在的教条式的说教和在

抽象概念间起承转合的故弄玄虚、反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自说自话的

一言堂。高校思政课堂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大学生的情感认同和价

值取向的培养。大学生中有一个常态就是多数学生理解认知能力较

强，在高校思政课堂上能够对其讲清道理，但一旦过渡到实践层面

就出现了“知”“行”脱节，这充分说明对于理念的理解一定要以当

事者情感代入为前提。所以，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同理心和发自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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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重是大学生成长进步的关键，要对大学生进行“浸润式引导”。

这样不仅推进了当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而且最重要一点就

是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相结合，既向大学生讲道理

又办了实事。

四、高尚的精神追求

勤勤恳恳教学，踏踏实实做人。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和科研

当中应秉承严谨治学、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敬业奉献的精神追求和治学态度，将这些原则落小、落实、落细，

也就是课前一定要认认真真备课、课中勤勤恳恳教学、课后及时进

行反思及批改作业，平常一定要注重为人师表尤其是在个人仪容仪

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只有真正胸怀远大理想、追求高尚道德的

人才可具备真正的文明，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

想变成科学的马克思如此、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列宁也

如此、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带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

亦如此、古代牧羊的苏武是如此、近代抗倭的戚继光是如此，近代

虎门销烟被贬后造福新疆一方百姓的林则徐是如此，现在向我们传

递着满满的正能量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郭明义也是如此。所以，

高校思政课教师更当追求高尚境界，争做一个大写的文明“人”。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中国社会也必然不能独

善其身。所以，我们必须用发展变化的理念去看待世界，不能视世

界为宁静孤寂的完美体系，不能视社会为风平浪静的避风港。而大

学校园这个“象牙塔”又连接着社会，只要是处于社会关系当中的

人就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偶尔也会面临一些棘手的困境和不必要的

苛责，一旦我们稍有不慎，把持不住初心、坚守不住立场，可能就

会导致“人格”的感染甚至诱发病变。为此，我们就要在影响和冲

击中增长自身的实力和才干、在困境中历练和成长、苛责中提升自

我的思想境界。与高校思政工作相关的行政干部和思政课教师绝不

能自视甚高和不思进取，要有“风吹雨打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的清醒政治自觉，敢于自我革命、扫灰除尘；要有“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敏锐思想意识，敢于打磨自己，

升华能力。只要高校思政老师永存人格魅力，就有常学常新、魅力

无穷、威力无穷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和思政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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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而人在当今社会的真正存在方式便是成为

社会人，即拥有相关的社会属性，其真正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的责任

和贡献。因此，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述，当我们每个人的基

本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得到满足后，便会渴求

得到尊重需求，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便成为我们人人的必

由之路。从而在个人与社会的双重作用之下去寻求自我实现。

镜头再次转向此次新冠疫情的重度灾区——武汉，我们随处可

见用行动诠释自身价值的“最可爱的人们”。奔赴在一线的护士姐姐；

不断为武汉运输物资的司机叔叔；即使过年也不能回家，依旧站在凛

冽的寒风中守卫人民的民警哥哥……一个个身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

让人们难以忘怀。他们有的，要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用装备将全身

裹紧，即使汗流浃背，即使身心俱疲，即使饥饿难耐也时刻准备着

患者的召唤；有的，要日夜兼程，与自己心爱的妻子告别后，含泪

关上车门，踏上征程；有的，即使害怕，也始终冲在最前面，不顾

风雨，不惧严寒，用自己的身躯为广大人民撑起一片天。因为他们

知道，在灾难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同呼吸共命运，没有谁能够置身

事外，也从来不存在一个人的桃花源；他们知道，如果连他们都怕了，

都退缩了，那么我们的国家便不会再有人挺身而出，这场战争便不

会最终走向胜利。

讲于此，或许你会心存疑惑，远离武汉的我们既无法前往抗疫

一线，也没有所谓的专业知识武装头脑，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实现

自身价值呢？

四天三夜，300 公里骑行返港的 95 后女孩甘如意；主动接送医

护人员的快递小哥汪勇；赶回家乡与父亲并肩作战的北大学子黄羽

佳；无数奔走在社区街道路口的志愿者；以及包括我们大家在内的主

动居家隔离，发誓逼死病毒的宅男宅女……青山一道同云雨，说到

这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在为这场战争贡献

着自己的能量。我们每个人在做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的同时，

我们的个人价值在社会当中也在一点一点地展露，一点一点地实现

与绽放自己的社会价值。

在这场堪称为史诗级别的国家保卫战中，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心

怀祖国，勇担时代大任，不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被世人称赞，更

被世界喝彩。

实践决定认识告诉我们，面对此次疫情，我们应当在感性认识

的基础上加以理性认知，不能仅凭感觉行事，要弃“情”求“理”；

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告诉我们，对待疫情，

我们应当扎根祖国大地，不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不负

党和人民的期待，更不负中华民族的重托，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自

身的价值所在，弃“利”求“情”。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使我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也让

我更加坚信：风雨过后天空将更加蔚蓝，这一场战役，胜利一定是

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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