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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提升教师人文素养 
◆吴  瑶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 

 
摘要：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新的历史时

期，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

面，就是教师的人文素养的发展与提升，包括通过人文知识积累的文化
底蕴，表现为高尚师德的人文品格，转化为教育理想的人文价值，追求

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以及最终体现在教师教育实践中的人文行动。本

文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阐明提升教师人文素养的必要性、作用和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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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人文素养 
中国最早的人文出自于《易经》：“言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乎人文，则礼乐诗书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但
是人文的核心古今中外，未曾改变，始终强调“以人为本”。综
合各种相关说法，人文素养可以概括为将人类文化成果，通过环
境熏陶、自我学习、知识传授、社会实践等方式，逐步内化为人
格、气质、修养等，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关爱、尊重、理解，具有
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品质，是人的一种相对稳
定、内在的心理特征和精神品质。 

二、提升教师人文素养的必要性 
《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

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
使命。”毫无疑问，教师的崇高职责，决定了教师必须具备良好
的人文素养和崇高的人文精神，教师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体
现在方方面面，如爱岗敬业和教书育人的奉献精神，敢于探求真
理、坚持真理的求是精神，以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创新精神
等，这是教师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的基本保障。时代的发展，对高
层次专门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既要适
应当前社会的发展，更要具备适应 21 世纪社会发展的综合素质。 

三、提升教师人文素养的作用 
人文素养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教师专业成长的基础是教

师对自己专业的认同感。专业认同感反映出一个人对专业的参与
热情，试想一个整天想着脱离教师岗位的人，怎么可能对这一神
圣的职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呢。所以要形成教师完善的职业人
格，就需要不断地对自我进行反思。自我反思不仅是专业成长的
必要条件，也是人文素养的内在要素和发展起点。教育工作最大
的特点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教师工作既体现在
课堂中，也体现在课堂之外的各项活动中，比如作业的批改、私
下的沟通、集体的活动等。因此教师的人文素养无时无刻不体现
于教师所做的事务之中。教师作为主流价值的传承者，在其教育
教学活动中必然会对用其掌握的知识来对学生造成影响。教师完
善的人格也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师德是教师人格塑造的重要
基础和途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始于垒土。教师要在
平凡的教书育人活动中不断地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才
能感染学生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 

教师的人文素养有利于学校管理工作的展开。教师的人文素
养对教师的自我管理、课堂管理和校园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意
义。一般学校往往通过必要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等
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上处于一线教育岗位的人们
非常清楚这些不过是影响教师自我管理和发展的外部因素，真正
要激发教师参与热情，增强自我认同感的方法还应该从内因上想
办法。人文素养同样在课堂管理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研究发现：
民主的课堂比专制的课堂具有更高的学习效率。具备较高人文素
养的教师在课堂中会表现出很多的关怀，更大的诚意，从而激起
学生更多的参与，更积极的努力。他们不仅在对待自己的学生时
怀着莫大的爱，在对待自己的同事时也会怀有更多的体谅，从而
营造起学校的民主氛围、和谐气象。 

四、提升教师人文素养的对策 
领导重视，转变观念。一是要改变不重视教师人文素养的观

念，树立提高教师人文素养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同等重要的理
念。二是改变用思想政治教育代替人文精神教育的观念，把抓教
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文素养教育结合起来。 

广大专业课教师要自觉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教师要把获取
的人文知识内化为自己稳定的素质和自觉的行为，树立良好的人
文精神风貌，淡化功利，爱岗敬业，用自己的智慧、人格去影响
学生。“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广大教师要树立起教师育人、为
人师表的教育观。 

充分发挥优秀老教师传帮带的作用。在高等学校，的确有一
批热心教育事业、具有高尚人文精神、学识渊博的老教师。他们
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开展人文
教育的生动材料。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老教师的这些优势，发挥他
们在师资队伍建设中传帮带的作用。首先要加大对他们高尚人文
精神的宣传力度，在广大教师中形成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造成
一种淡泊名利、崇高事业的人文精神氛围。其次是鼓励老教师利
用学科梯队形式，不仅给中青年教师传授学术思想，还要对他们
进行人文精神教育。再次是举办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老中青教
师恳谈会，通过这种形式，使优秀老教师高尚人品作风在更大范
围传播，在教师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总结 
学校要为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创造条件和环境，而教师自己

要有意识地不断提升人文素养，掌握丰富大量的专业学科知识是
基础，而人文素养就是灵魂，指引着教师如何教、如何关爱学生，
所以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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