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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探究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对建设高素质教师

队伍的重要议题。 教育家精神内涵深刻,涵盖政治品质、道德情操、育人智慧、治学态度、情感特质、
弘道追求等多个维度,与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一

一对应,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师的更高要求。 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能够筑

牢其政治底色,提升价值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实现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自觉。 因此,在教育强国的背

景下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要以坚定从教报国的政治立场为保证,夯实思政课教师

的职业根基;以涵养胸怀天下的精神境界为要求,构建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理想;以强化教书育人的能

力水平为抓手,提升思政课教师的育人能力;以信奉甘为人梯的优秀品质为基石,提高思政课教师的

主体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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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

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教师队伍建设凝心铸

魂,提升思政课教师专业素质,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提出支持。
强国以强教为支撑,强教以强师为保障,强师必先铸

魂。 2023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

教师代表,首次提出并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

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强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
教育家精神从教育发展的战略高度为我国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发展航道,吹响了新时期教师高

质量发展的精神号角。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主持召

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2]回顾党与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的实践历程,从“三个”牢固树立、“四有”好

老师、“四个引路人”,到针对思政课教师提出的“六

个要”的标准,再到教育家精神内涵的提出,习近平

总书记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论述与此前对思

政课教师的期望和要求一脉相承,为教育强国背景

下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前

进方向,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因此,须立足于教育家精神

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探析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意蕴,揭示二者在育人逻辑

的内在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家精神融入

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思考。

一、教育家精神的内涵阐释

　 　 2023
 

年
 

2 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23
 

年工作

要点》指出,“要强化教师精神引领,研究教育家精

神” [3] 。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既传承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崇道尚德、尊师重教的核心理念,又根植于

一代代教育家和优秀教师长期教书育人的生动实

践。 教育家精神所展现出来对教育的认知、情感、意
志、信念的深度凝练,是对教育本质规律和教育发展

的正确认识,构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精神体

系,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信仰、道德、学识、态度、情
感、境界等六个维度全面阐述了这一精神的思想

内涵[4] 。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深刻揭示了教

师在崇高理想和精神信念上的思想追求。 “正确理

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 [5]
 

这一

理想信念要求教师要矢志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初心使命,以虔诚、坚定的信仰信念自觉构筑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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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师应有的精神家园,在献身教育强国的伟大事

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中,不断守

牢人格底线、厚植爱国情怀、践行报国之情,将个人

发展融入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之中,为推动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言为士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突出强调了教

师在德性修养和职业操守上的内在要求。[4] 道德情

操是人类与动物区分的关键特征,崇尚道德则是中

华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观念。 教师承担着塑造学

生心灵和品格的重任,这一职业特性天然地要求教

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应成为道德行为的典范。
只有自觉崇德修身,做到“经师”与“人师”相统一,
实现“教书”与“育人”的内在耦合,才能切实承担起

立德树人的责任。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深刻昭示了教

师的专业品质和学识涵养。 育人智慧不仅要求教师

在学识上有所建树,更要求他们能够深刻把握教育

的内在规律、精通科学的教育策略、具备卓越的教育

技巧,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以德

行塑造人格、以理性启发思维、以情感触动心灵、以
文化涵养气质、以行为示范教育,从而像春风细雨般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促使他们在个性与创造共生

的文化“土壤”中自由生长,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充分彰显了教

师育人的品格作风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 勤学笃行

是教师职业的基本要求;求是创新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潜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做党和人民

满意的好老师》的讲话中指出:“教师要始终处于学

习状态,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站在知识发展前

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

己。” [5]教师在教育领域中所展现的躬耕态度不仅是

其职业精神的体现,也是其心理品质的映射,它赋予

了教师深入教育实践的持续动力。 总之,凝聚在教

育家身上的勤学之态度、笃行之风格、求是之品质、
创新之精神,无不映照着师者躬耕杏坛、孜孜追求、
诲人不倦的态度和形象。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鲜明体现了教

师
 

“以大爱书写教育人生”的独特情感,展现了中国

教育家在思想情感和心灵境界上“不求回报、无私奉

献”的情感特质。 “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 [5]爱心不仅是打开学生知识之门、启迪其心

智成长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教师引领学生成长的

情感纽带;爱心不仅是贯穿立德树人教育事业的永

恒主题,也是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者内心

的情感寄托。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深刻反映了教

师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高远境界,展示了

中国教育家在思想视野和价值追求上的人文深度。
胸怀天下的精神特质,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之中,是其独特的精神遗产。 新时代,伴随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 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家不仅要具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格局胸襟,更要有自觉弘

扬、主动缔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博大情怀,以文明之

光烛照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为人类的未来发展贡

献智慧和力量。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

展中,教育家群体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精神,成
为推动教育进步的关键力量。 他们在教育实践中不

断探索与创新,逐渐凝练出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教

育家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个体

教育行为的价值参照,更树立了教育领域的精神标

杆,为教育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发
展的价值意蕴

　 　 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们崇高的教育理想、高尚

的教育情怀、深邃的教育智慧与扎实的教育实践的

集中体现,形成了中国教育家特有的精神标识。 面

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政课教师是培养能够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指导者和引路人,承
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教育家精神融

入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够筑牢思政课教

师的专业底色,提升思政课教师的价值引领,强化思

政教师的使命担当,升华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自觉。

(一)筑牢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底色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

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6] 在国家的语境中,
统治阶级必然要把自身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已掌握的

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体人民的思想,以巩

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古今中

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

的。” [7]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

国家政党,毫无疑问,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 教育家精神

强调“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要求教师树

立崇高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感,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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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置于个人之上。
思政教师肩负塑造国之栋梁的重任,思政课教

师专业底色体现为不仅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与共

产主义的理想,更需塑造与教育家精神契合的价值

观。 其在教学与生活实践中应身先士卒,通过自身

的言行影响和激励学生,引导他们坚定正确的价值

观和政治立场。 可见,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

的专业发展,不仅明确了思政课育人的正确方向,更
在高校思政课教师未来职业发展方面铸就了深厚的

政治底色,为教师推动专业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动力。

(二)提升思政课教师的价值引领

　 　 价值引领是指教师通过教学实践,引导和激励

学生树立并践行正确的价值观。 这种引领不仅仅包

括道德、伦理层面,还涉及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公
民责任和家国情怀。 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至诚报

国、追求真理、尊重人格等价值理念,无疑为加强思

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价值目标和理念遵

循。 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还能

帮助教师在专业知识的传授中生动呈现我国优秀的

传统文化,如忠诚、孝敬、诚信、责任等,这些优秀的

传统价值观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将
进一步巩固学生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 同时,对
于思政教师自身而言,教育家精神也是一种专业精

神和自我追求。 思政课教师通过以此精神为引领,
不断推动自我完善和提升,能够在教学中展现出其

特有的教育智慧和道德魅力,从而成为学生价值引

领的典范。 学生在与这样的教师互动过程中,会更

容易感受到价值的力量和真实性,从而激发内心深

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三)强化思政课教师的使命担当

　 　 教育家精神深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土

壤,融汇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宝贵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和中国特色。 在开

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

事业正乘风破浪、奋楫扬帆,其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

改革挑战前所未有。 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模范践行

者,思政课教师承载着以信仰灌输信仰、用精神点燃

精神的崇高职责,身负传播国家情怀与立德树人的

双重使命。 教育家精神的融入,使得思政课教师的

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得以强化,鼓舞着教师坚守

岗位,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决心,助力新时

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进一步说,教育

家精神的融入进一步强化了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立

场、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

追求等众多高尚品质。 这些品质使得思政课教师超

越职业层面,为其提供了精神标识,并唤醒了教师的

责任与奉献之志,促进他们对历史使命的深刻认知

和执着追求,使得他们更加坚定地意识到将“培养具

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独立创新精神和专业实践能力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视为己任,赋予了思政

课教师事业的光荣与使命的尊严。

(四)提高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自觉

　 　 教师精神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基础。[8] 教育

家精神是教师精神的最高境界,有了教育家精神,才
能体现和彰显教师精神的价值。 思政课教师的专业

自觉是其教育实践中的一种重要的自我驱动力,代
表着教师对于所肩负职责的充分认知与自我实现的

追求。 教育家精神作为内在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指

引,对于促进思政课教师形成专业自觉具有不可低

估的作用。 这一精神实质在于营造一种永恒的求知

欲、不懈的探索动力和对教育贡献的持续追求。 在

思政课教师构建专业理想到形成专业自觉的过程

中,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素,如对教育使命的忠诚、
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教育改革的深刻洞察,以及对

学生发展的无限关怀,构筑思政课教师专业自觉的

基石,从而促使思政课教师在专业道路上率先垂范、
主动反思,不断寻求自身教学与育人过程的优化,最
终实现其教育实践的高度自觉和教育成效的最大

化。 因此,将教育家精神与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

紧密结合是教师走向专业自觉的内在指引,有助于

思政课教师克服专业发展中的阻碍,提升教师专业

认同感, 从而实现 “ 自为” 过渡到 “ 自觉” 的专业

发展。

三、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的
逻辑

　 　 思政课教师是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研

究的专业人员。 从高校思政课教师定位和使命看,
思政课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单是一般的专业技

能和业务知识,其也是作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的时代使命的承担者,更是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引领者。 高校思

政课教师特殊的使命和责任驱使他们不断提升马克

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理论自觉,走专业化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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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指从事思想政治

教育的教师通过相关学科专业知识的训练,掌握了

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在从业过程中逐步实

现专业自主、养成专业道德、提高专业素质的过

程。[9]
 

教育家精神内蕴的育人逻辑是对思政课教师

专业发展的深刻思考和探索,二者的融合不是脱离

实际的理论构造和简单的思维拼接,而是继承中华

民族优秀师德传统文化、传承中国百年教育事业,
回应新时代铸魂育人发展诉求,具有深层的理论、
实践和历史逻辑。

(一)理论逻辑:中国传统师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培养拥有道德境

界的“君子”和“圣贤”,他们被视作社会风气的塑造

者和道德标杆。 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强调“德育至

上”,认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灌输,更是人格的塑造

和品德的熏陶。 不论是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

解惑也”,还是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

也”,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教育家在教书育人过程中

对德性的高度重视。 可见,教师与“道德”之间存在

着不解之缘,社会对于教师在专业领域的失误可能

会给予一定的宽容,但绝不容忍其品行上的失范。
这一传统不仅孕育出了教育家精神的历史内涵,还
为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深厚

的文化土壤。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在于将立德作为根本,始终

坚持“德育至上”的教育理念,这对当代高校思政课

教师尤为重要。 尊师重教的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

化之中,历久弥新,影响深远。 作为教育家代表,教
师肩负着知识传播与道德教化的双重使命。 教育家

即以教育为“家”的人,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杰

出代表,不仅要承担起传播知识、启迪思想的重要职

责,更要肩负起完善灵魂与精神教化的神圣使命。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提倡继承并发扬“尊师重

教”的优良传统。 如同古话所言,“经师易求,人师难

得”,教育家精神的内核要求教师承担起对学生进行

道德教化与价值塑造的责任,这与当代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高度契合。 新时代思政课教

师,其专业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

的提升,更在于如何将教育家精神深入人心并转化

为育人实践。 这种转化和发展,是对传统师德文化

的现代诠释,更是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理

论支撑,其代表了一种对未来教师专业成长的理论

预期和实践指引,是传统师德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生动体现。

(二)实践逻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

索与科学回应

　 　 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水

准,包括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对教育方法的创新

实践以及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关怀。 思政课是高校实

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首要课程,因此思政课教师

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传播知识、思想和真理以及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在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

者,更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
 

‘梦之队’ 的筑梦人”。
教育家精神的融入,使思政课教师具备全局性、基础

性的新视野,思政课教师需要在教学中融入时代变

革和形势发展的考量,确保教育内容与时代发展同

步。 在实践逻辑上,教育家精神要求思政课教师在

教学中坚守方向性,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导向;凸显实践性,即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和理

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与使命;注重协

同性,即在教学中整合多方面的教育资源,形成育人

合力。 这些原则是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遵

循,也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可见,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集中

思索与科学回应,体现了教育家精神在思政课教师

专业发展中的实践逻辑。 这种逻辑不仅指向了思政

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性,更是描绘了思政课教

师如何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运用教育家精神指导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果,成就立德树人的伟大目标。

(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事业

内在传承与时代延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教育作为国家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百年来,党的教育事

业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救亡图存教育,到新中国成

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教育,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现

代化教育,以及新时代的全面素质教育的发展历程。
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载着为党和国

家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期许,虽然在各个不同历

史时期呈现不同的使命样态,但是他们将对教育事

业的执着追求、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对教育改革

的勇敢探索,以及对教育质量不懈追求的教育家精

神始终贯穿其中,成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

量,彰显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核心价值。
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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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教育家精神的融入,要求思政

课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政治理论基础,还要有广

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仰。 他们在传承

党的教育事业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吸收时代发展

的新理念,将教育家精神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推动思

政课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 具体而言,思政课教

师应当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

势。 同时,教师自身应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素

养,以适应教育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总之,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事业的内在传承与

时代延展,为教育家精神的融入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思政课教师作为这一事业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在继

承和发扬教育家精神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适应新时

代的教育路径,以实现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和教师

专业发展的双重目标。 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这

一历史逻辑,才能更好地培育和弘扬教育家精神,推
动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思政课教育质量,为党

的教育事业和民族复兴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发
展的路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
教育强师战略已然成为了当今国家发展的重要基

石。 教育家精神的融入,不仅是对思政课教师专业

发展的深刻要求,更是对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传承与弘扬。 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应该

是被动,而是应基于个体的职业发展愿望和对人生

价值的追寻,并以自我意识驱动为核心,探索适合的

发展方向和路径,通过前期自我设计、中期实施和完

善,促使教师不断成为一个主动学习与自我提升的

自觉个体。 在这一背景下,探索教育家精神融入思

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不仅能够提升思政课教

师的政治素养和价值引领能力,还能为新时代教育

现代化征程中思政课教师塑造师德之魂、强化能力

之基、促进自觉之形成提供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一)以坚定从教报国的政治立场为保证,夯实思政

课教师的职业根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坚定正确的思想认识,
方能催生自觉自主的行动。 教育家精神中的“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理想信念作为教育家的精神内核,
凸显了教育家精神对教师政治立场的严格要求,成
为教育家精神的政治灵魂。 这一精神品质揭示了教

育工作者对家国命运的深厚情怀,体现了他们肩负

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

记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出的“六个要”要求,即“政

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其中政治要强是思政课教师与其他教师

区别的重要职业底色。
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首要的是确保

他们具备坚定的从教报国的政治立场,夯实思政课

教师的职业根基。 因此,思政教师首先要注重加强

理论武装,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 其次,学校要注重创新党

建引领,发挥思政教师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优

秀思政课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强化思政课教师的

政治本色。 其要充分利用教师党支部的作用,将其

建设成为塑造高尚师德师风的坚强阵地,并培养党

员教师成为高尚师德师风行为典范的标杆。 最后,
学校要注重提供组织和制度上的支持,以更好助力

思政课教师在融入教育家精神方面的发展。 例如在

学校党委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全局谋划,确保弘扬新

时代教育家精神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有力推动思

政学科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二)以涵养胸怀天下的精神境界为要求,构建思政

课教师的专业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

学考察时强调,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拥有世界

一流的大师。[10] 教育家型思政课教师,不仅是个体

职业发展的最高境界与追求,更是整个思政课教师

团队的领路人,即所谓的“一流大师”。 这意味着,要
把具备教育家气质和潜力的优秀人选培养成能引领

思潮、启迪心智、传递价值、砥砺品格的教育家型思

政课教师,使之成为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理想。
为此,一是要强化思政课教师的职业理想与信

念教育。 严把入口关,真正把将思政课教师作为志

业且有职业理想的优秀教师作为培养对象,让他们

矢志成为新时代优秀思政课教师。 二是要从教师培

养机制入手,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加强思政课

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鼓励思政课教师深度参与社

会实际,经历丰富的实践,累积激荡人心的个人经历

与感悟。 通过学术交流、社会服务、学生互动等多元

化方式,强化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他

们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亦能树立

起国际视野与大格局思维。 三是院校和社会各界应

当为思政课教师提供充分的发展平台与资源支持,
鼓励其在专业学习、科学研究、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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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破,通过专题培训、学术研讨、教学比赛等形式,
不断提升教师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努力使每一

位教师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追求卓越,最终汇聚成

强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政课教师团队,肩负起

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崇高使命。

(三)以强化教书育人的能力水平为抓手,提升思政

课教师的育人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

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 [11]高校教师的专业成长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

面,更重要的是引领广大思政课扎根一线,深入教学

实际,通过实践探索真理,提升教书育人的能力水平。
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一方面,要完善教育家精

神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进阶式培养制度,制定符合

教师发展规律、尊重人性的培养模式,建立从专业身

份认同到专业精神内化的教育家精神养成机制。 改

进教师培训中的形式化、理论化、空洞化问题,完善

教师自主发展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教师专业研究、
专业深造、专业晋升的发展通道,以松散耦合的制度

设计激发教育家型思政教师的发展潜力,构建成长

型思政课教师模式,这是提升教育家型思政课教师

育人能力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构建“大思政”格局下思政课教师的

能力提升模式。 当前,高校思政课已从单一的传统

课堂教学拓展到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网络空间等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 因

此,教师需将教育触角延伸到校园生活、社会实践等

多个领域,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推动思政小

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

同向同行,让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对社会、家国

的积极理解和深刻情怀融入课程和课堂。 具体而

言,思政课教师要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将政治理

论与社会现象、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等相结合,形成

跨学科多元化的学习能力。 同时,思政教师采用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将课堂教学与网络学习、实践体

验、情景模拟等相结合,增强教学吸引力和实效性。

(四)以信奉甘为人梯的优秀品质为基石,提高思政

课教师的主体自觉

　 　 真正的教育家,既是学生的“人师”,引导知识的

传授与智慧的启迪,也是高尚的“仁师”,流淌着“乐

教爱生,乐于奉献”的情操。 这种将爱与教育相结合

的精神境界,更是思政课教师内在价值的真正体现。
在推动思政课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应

予以持续不断的教育家精神涵养。 这种精神作为教

师专业发展的典范诠释,能够为教师培育“甘为人

梯”的崇高品德提供鲜活的精神镜鉴,有助于推动教

师自我认知的完善和发展。
首先,要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开展系统教育,将这

种教育家的精神面貌贯穿于思政课教师的职业生涯

的各个环节,从入职、晋升到退休的全过程,都以新

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润泽,促使每位教师将这种精神

内化为常态,激发其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同时,通
过在实践中的反思与成长,内化为思政课教师个体

的思想自觉与行为自觉。
其次,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学术共同

体、知识理论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的具有集体意识的

思政课教师群体人格,构建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共

同体。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我国教师队伍中的一支特

殊的重要力量,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传播者,担负着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武装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具有目标一

致性、主体交互性和集体协同性等特征,[12] 因此,专
业发展共同体的构建可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职

业认同感和自我效能感,增强其职业自信、学科自

信、专业自信,驱动他们从“经验型” 教师向“学习

型”“专家型” 转型,从专业的“自为” 向“自觉” 的

转变。
最后,深入挖掘并融合中国传统师德文化中的

教育家精神基因,以此丰富和培养思政课教师的文

化素养。 教育家精神不仅融合了中国国情的特点,
也吸纳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精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

的文化基因。 思政课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

教育课程,通过这样的文化浸润,才能更好地培养和

建设富有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思政课教师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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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or’ s
 

spirit
 

in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al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teaching
 

force.
 

The
 

educator’s
 

spirit
 

has
 

rich
 

connotations,
 

including
 

political
 

mor-
als,

 

personal
 

moralities,
 

education
 

intelligence,
 

attitudes
 

to
 

academic
 

studies,
 

emotional
 

traits,
 

and
 

the
 

pursuit
 

of
 

spreading
 

truth,
 

etc.
 

These
 

connotations
 

are
 

agreeable
 

to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or’s
 

spirit
 

into
 

ideology
 

and
 

poli-
tic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us
 

reflec-
ting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eachers
 

by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In
 

this
 

sense,
 

this
 

integration
 

can
 

help
 

to
 

strengthen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ers’
 

political
 

standpoint,
 

enhance
 

their
 

role
 

in
 

value
 

leadership,
 

strengthen
 

their
 

mission
 

awareness,
 

and
 

realize
 

their
 

professional
 

self-awareness.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a
 

strong
 

educa-
tional

 

country,
 

this
 

integration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a
 

firm
 

political
 

stance
 

of
 

serving
 

the
 

country
 

by
 

teaching,
 

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areer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ers.
 

Additional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caring
 

for
 

the
 

life
 

of
 

all
 

people,
 

the
 

professional
 

ideal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ers
 

are
 

constructed.
 

Besides,
 

the
 

teachers’
 

ability
 

to
 

cultivate
 

and
 

educate
 

students
 

should
 

be
 

further
 

enhanced.
 

Lastly,
 

holding
 

the
 

belief
 

of
 

dedica-
ti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ers
 

should
 

be
 

willing
 

to
 

be
 

the
 

ladders
 

for
 

their
 

students,
 

thus
 

enhancing
 

their
 

sub-
jective

 

self-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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