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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教育观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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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而教育的目的也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密不可分。在传承中国传统师道精神、扬弃与超越西方伦理道德观的内核、高度契合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的基

础上，中国的教育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内蕴丰富的师德师风新理念：“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一”等重要论

述突出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与依归，对于新时代卓越教师的成长和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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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种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恩

格斯把教育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密切联系起来，强调

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提出了教

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科学论断。他指

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

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

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对共

产主义社会做了原则性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

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2］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教育的深

刻理解和精辟论述，使我们了解到人与社会的发展

密切相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发

展，在此基础上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实

现共产主义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

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极价值理想。

一、“立德树人”教育观的内涵与内容

教师职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古希腊有

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智者

派”教师。中国古代自西周实行“学在官府”“官守学

业”政策，这个时候的教师由退休的卿、大夫、士等

担任。孔子是私学鼻祖。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职业是

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产物，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

择。［3］三代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对

教育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处于革命战争和农业经济

时代，邓小平处于改革开放和工业经济时代，习近

平处于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从时代特点

出发，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论述，这些重要

论述具有鲜明的战略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1956 年，毛泽东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

斥的国家内，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在他的关

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创立了许多工农速成中学，选拔优秀工人和农民上

大学，教育事业取得明显效果。20 世纪 80 年代，邓

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教育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4］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全

社会尊师重教，高度关注和评价教育工作者这一重

要方阵，冠以师者“大先生”“系扣人”“引路人”“筑

梦人”等崇高的赞誉，并以“立德树人”这个教育理

念来构建“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

一”的教育体系，形成一系列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教师完成师德师风的有效转化

与提升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德树人”教育观是由教育导向、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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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效果三个层面构成。教育导向——“四有好老

师”是宏观层面的指引，是对教育体系建设的总体

规划与指导方针，是基于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中遇到的现实矛盾而提出的教育纲领。教育目

的——“四个引路人”是中观层面，是对教师群体职

业标准与规范的具体要求与方向指引。教育效

果——“四个相统一”是微观层面，是对教与学相长

的效果评价，也是教育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知行

合一。由此得出，“立德树人”教育观的内涵架构如

图 1所示。

图1 “立德树人”教育观的内涵架构图

（一）“立德树人”的教育导向——“四有好老

师”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

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出更大贡献”。［5］“四有好老师”的重要论断成为

教育领域的宏观指引方针，为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

教师角色确立了选拔标准。“四有”具体内涵如下：

1.教师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否，影响师德师风建

设水平的高度

习总书记曾以“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来寄语青

年一代，指出正确的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也是教

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

2.教师道德情操的高尚与否，影响育人队伍品

行的亮度

育才先树人，立人先立身。塑造崇美向善的灵

魂是教育的本心所在，也是教师的神圣使命所在。

教师只有将外化的评价标准转化为向内的价值追

求，严以律己，慎微慎独，以德育德，才能成长为一

名好老师，不断壮大学高身正的教师队伍。

3.教师学识素养的扎实与否，影响师资力量专

业的深度

高质量现代教育的发展呼唤高素质教学人才。

衡量师能最基本的要素是深厚的专业知识基础，加

分项是过硬的教学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和信息素

养。

4.教师是否拥有一颗仁爱之心，影响成风化人

的温度

习总书记强调：“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

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5］

（二）“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四个引路

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讲话中提到：

“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

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

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6］教育目的——“四个引路

人”是对教师群体职业标准与规范的具体要求与方

向指引。做“引路人”，而不仅仅是“指路人”，突出强

调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指明教学主客体的能动性

和师生关系的互动性。

总体而言，教师“四个引路人”的理想角色建构

内在规定了厚植师德师风的具体要求，是教师职业

遵循的实践旨归。陶冶人格是教育的本质回归，唤

醒生命是教师的价值所在。教育活动当是师与生平

等的对话和精神的契合。习惯于单一、被动的知识

灌输，而忽视生命智慧的激发，只会与教育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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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背道而驰。寻求智识是教育的崇高追求，传授

文化是教师的职责所在。“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引导学生在

学科体系中明辨慎思、自由探索，培育其深厚的学

养，构建其开阔的文化视野，做到“学会”与“会学”

相统一。创新思维是教育的时代呼唤，是素质教育

的关键和重点。学生是创新思维最活跃的群体。教

师要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通过创设梯阶问题

和情境，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充分开发学生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

（三）“立德树人”的教育效果——“四个相统

一”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对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要求提出了“四个

相统一”的重要指示，即“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

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7］教育

效果——“四个相统一”是微观层面，是对教与学相

长的效果评价。正确认识和践行“四个相统一”重要

论述，是新时代泛在学习环境下对教师职业价值的

坚守，也是师德师风建设视域下教师专业自觉的行

动指南。全面发展的教育新格局要求教师坚持教书

和育人相统一。素质教育将向真、向善、向美相统一

作为教学活动的鲜明基点，指向完整人格和创新人

才的养成。“教”和“育”的割裂，忽略主体性的开发，

会导致学生无法体验内心的顿悟和求知的充盈，最

终只会形成教条化的知识记忆。立德树人的最高价

值目标要求教师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八个字精准地诠释了教师角色存在

的意义与价值，即教师是人类智识与道德的典范。

知行合一的理念要求教师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

会相统一。学术问道与现实观照的分离与冲突，脱

离新时代的发展节奏，只会导致教师重知轻行，而

陷入学难致用、行之无力的尴尬境地。严谨治学的

师德风范要求教师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

一。宽容的学术环境鼓励教师创新思维的迸发，严

格的伦理规范制约学术不端行为，二者不可偏废。

二、“立德树人”教育观的理论渊源

“立德树人”教育观是中国古代教育理念的现

实观照与历史回应。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观扬

弃、传承精辟而深远的传统师道精神，与西方的道

德伦理观相呼应，实现了超越时空的现代价值转

换，具有意蕴隽永的传承价值和普适意义。总体而

言，当代师德师风理念从德性、理性与实践的深层

逻辑出发，从德、学、行三个维度对教师队伍的成长

路径进行规训，即：教师通过“立德”“立学”形成向

内的精神信仰、自我品性和丰富学养，经由“立行”

外显为遵循师德规范的社会行为，继而实现“经师”

向“人师”的转变。

（一）立德修己：君子人格的自我养成

“立德”一说最早源于鲁国叔孙豹之“三不朽

论”，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

久不废，此之谓不朽”。［8］叔孙豹将“德”放在人生恒

久价值追寻的首位，强调个体先养成品性淳厚、行

为有范的为人气度，在此基础上尽己之能从心教

育、著书立说，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即教师队伍需先

立德修己，在潜移默化中以自身高尚的品性完成对

个体生命的塑造。

《礼记》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9］

历来师德与君德有相通之处。孔子提出“君子怀德”

一说，将“德”作为“君子”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卓越的

价值追求，这一民族文化基因与师德师风建设存在

着内在的一致性。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思

想将“仁”作为儒家德性的核心准则和至高追求。孔

子将仁、义、礼、智、信列为具体德性的范畴，强调德

性是一种基于内在品性的、超然于外的行为，并从

人的德行修养的内因角度提出“克己复礼”的道德

实践路径，讲求道德主体的自觉和自为。颜渊曾问

孔子何以为“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

复礼，天下归仁焉。”［10］孔子认为，行为上能够克制

约束自己，不为外部诱惑和内心私欲所动，使自己

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才能成天下之大仁。子路曾

问孔子何以为“君子”，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

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提倡个人以君子人格为

标准，只有通过涵养心性，使自己的道德情操臻于

完美，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格

局。

孟子从内在生命呼唤道德主体意识，寻找向善

的依据，指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10］，并针

对个人德行标准提出“四端说”，即“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之四心是“仁义礼智”这四种情感的萌芽，

借以论证“仁义内在，性由心显”的性善论观；而如

果不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人之“善”会随之丧失，

无法将人性的本善和良知升华为高尚的道德境界。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11］

在荀子看来，君子德性之学问向内实现精神的

圆满，向外表露于形体仪态上，从而成为世人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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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

汉代大儒扬雄也在《法言·学行》中曾言：“师

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

模范也。”“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12］承认了教师

道德角色的极端重要性——师者是作为世人楷模、

开化智性和解放灵魂的生命存在，而其职业价值和

君子形象的转化仍需借由“修为养性”的渠道达成。

德性的培养同样是西方道德伦理思想的永恒

主题。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框架中，德性分为理智

德性和道德德性两种。“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

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通

过习惯养成。”［13］在他看来，德性是一种后天养成的

行为，没有一种德性能够自然生成。“人的德性就是

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4］亚

里士多德的道德观更加强调善是至高的德性，而幸

福是作为最高善的存在。人只在实践过程中能够自

觉体现对人对己行善的倾向，做到公正、节制、勇敢

与智慧，才能达到幸福这一道德的终极目的。此外，

康德认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15］，也

有“趋恶的倾向”［15］，而道德的根本应该是自律而非

他律，人应当对内在的道德保持敬畏和思索，树立

起心中的道德律令，在自我修为的过程中释放善良

的禀赋，完成对恶的抵抗。因此，教师若要从教育事

业中获得幸福，必须在教学实践中自觉地进行一种

合乎完美德性的活动，即重视自身道德德性的培

养。

（二）立学成己：学识深厚的毕生追求

“立学”是教师知识储备更新、业务水平提升的

活水源头。“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就是要造就一

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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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代文学家韩愈同样重视学问的重要性，他

曾在《师说》中对教师的使命进行定性：“师者，所以

传道授业解惑也。”即从教者不仅要善为“人师”，还

要做“明道”的“经师”。儒家仁学思想提倡“博文约

礼”的立学之道，要求君子具备广读博思的学习态

度和务实笃行的实践精神。

乐学善学精神与儒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

师德观相契合。“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知

者。”［10］在孔子看来，人非圣者，只有坚持终身学习，

保有求知的欲望和育人的热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

的老师；又言“君子不器”，朱熹注云：“器者，各适其

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

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10］强调教师不应囿于浅薄

而单一的知识舒适区，而应爱智、探索、扎根，将拓

宽学问的疆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孟子也强调了“立学”的重要性，曰：“学不厌，

智也；教不厌，仁也。仁且智，夫子圣矣。”［10］教师如

若能求学似渴、诲人不倦，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兼

具仁者和智者品性的圣人；又曰：“人之患在好为人

师。”［10］主张为师者必须具备精确而广博的学识和

认真做学问的能力，对于知识的理解不能浅尝辄

止、不懂装懂，否则将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

有关求知欲望和理性精神的问题在西方道德

体系中也有所显现。“爱智慧”是古希腊哲学的根

本。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16］的命

题，将知识的重要性与道德发展视为平齐。苏格拉

底重视理性精神的发展，认为智慧是美德的共性，

无知是罪恶的表现，任何一种美德都无法脱离知识

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在爱智慧的哲学传统基础上提

出“求知乃人之本性”［17］“人是有理性的动物”［18］的

命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

于人具有求知欲与好奇心，人的求知本性蕴藏于理

性和智慧之中，而世间的智慧是无限的，人要以质

疑问难的思辨精神、虔诚求知的好学态度观照理性

活动，才能追寻人类无尽的智慧并获取幸福。

在教学实践层面上，好老师应有素质的要求也

能在《礼记·学记》朴素的教育智慧中找到印证：“记

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听语乎！力不能问，然

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19］不具备严密

广博的知识体系的老师不足以成为好老师，老师不

仅要“立学”，还要做到“善喻”，即善于启发，因为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19］荀

子也对教师的知识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主张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学问，还要有钻研教材、

讲授经典的能力，应善于阐发微言大义：“师术有

四，而博习不与焉：尊师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

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

可以为师。”［11］而苏格拉底的精神产婆术同样强调

启发式教学，要求通过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

个步骤，激发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观能动

性，在对话与辩论中唤醒学生的潜能，帮助其积极

思考，发现真理和归纳真理。凡此都显示了为师者

应具备潜心问道的师德修养和作为学生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引路人”的角色自觉。

由此看来，探求学问、追求智慧是自古至今、横

贯中西师德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扎实的知识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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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湛的教学力、引导力是教师从教的基本前提。

教师作为人类智慧的追随者、广博文化的薪传者和

学问的解惑者，只有笃学扎根，不断精进自身学问，

才能达到为师的至高境界。

（三）立行律己：为人师表的道德实践

“立行”是教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树立教师

风尚的具体实践。教师只有遵循将“智德”外化为

“行德”的深层逻辑，将道德认识落实为自觉担当社

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之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达到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为师境界。《颜氏家训》曰：“夫

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

也。”［20］教育本是上行下效的事业，而立行首先要身

正、尊礼。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为“政者正也”，有

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不令而从。”“苟

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10］从师德风范的角度理解，教师只有品行端

正，才能推己及人，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孟子也率

言“教者必以正”，而荀子亦重视“正身”的重要性：

“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

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11］这些教化思想皆表明，

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所倡导的“以身垂范”的准则

与儒家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孔子在《论语》中将“立行”视为修炼君子

人格和师德涵养的方法。孔子将知与行置于同一高

度，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

得。”［10］作为万世师表，孔子仍然追随躬行身教的师

德风范；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之”［10］“君子欲讷于言

而敏于行”［10］“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10］，这

启示为师者要言行一致、律己慎行，并通过“克己复

礼”的行动自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将

“礼”内化于己，塑造完满人格。

“立德树人”的教育观还能从心学集大成者王

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中找到遵循。王阳明认

为，认知与实践并非割裂的两部分，而存在互化同

一的关系：“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

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

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21］

这高度诠释了以实践行动抵达内外兼修、知行合一

境界的必要性。对于教师而言，笃行务实、躬行身教

才是关键，切勿只专注追求空洞而高远的智识，而

应将德性外化于平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

儒家道德观的基本精神是内圣外王，将道德完

美的圣人视作百世之师。除了强调立行修身的重要

性外，儒家还创造性地提出要在实践中“慎独”的观

点，为世人提升人生境界、造就更加完满的人格、修

炼圣贤境界提供了路径。慎独，即道德主体在他人

无法探视自身的情况下，也能高度自觉地遵循道德

准则，追求内在德性的自足圆满。《大学》所言的慎

独与“诚意”的心境相联系，要求“毋自欺”“诚于中，

形于外”；［10］《中庸》所言的“慎独”以君子人格作为

效法原型：“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

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0］慎

独的根本在于能够在外化的行动中体现内心的道

德信念，能够真正于独处时、在行动中时时处处按

照道德准则律己，才算实现儒家道德观所定义的真

正意义上的道德高境界。

孔子的伦理体系始终围绕“德”来讨论主体德

性自觉转化为德行的方法，强调从行动层面去构建

道德、显化道德。德性和德行是统一的整体，脱离行

动的德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德。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一种由现实活动的

性质决定的个人品质，而德性的突出特点在于践

行，即取决于行为主体对道德实践的自愿选择和高

度自觉。“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

的。”［13］“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13］

“合于德性的活动就包含着德性。”［13］也就是说，人

需要把道德引入实践领域，在合乎善的道德践行中

去获得德性的完满，最后获得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

最高善——幸福。

康德认为“德性是人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准则

的力量”［22］，并将道德论区分为有外部法则的“法权

论体系”和没有外部法则的“德性论体系”。［22］其中，

德性论的原理要求以建立准则为目的，康德称为

“德性义务”［22］，即“为行动的准则立法”。［22］广义的

德性义务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22］两

方面。康德所定义的德性并不只是技能或“长期的、

通过练习获得的道德上良好的行动的习惯”，更是

一种“深思熟虑的、牢固的、一再提纯的原理的一种

结果”。［22］只有通过追溯道德的形而上学根据，区分

德行的行为与德性义务，继而通过对后者的强调，

即履行真正的德性义务当是出于自我意愿而进行

的道德实践，而非停留于涉及准则的形式上的行

为，才能达到道德的完善，便于在新的诱惑可能引

起的变化面前做好准备。

因此，知行合一才能成为善人。教师需要为完

善自我品德修养选择或制定具体的行为标准，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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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践中把真正促进学生的幸福作为自己的义务，

才能在知与行中不偏离德性的轨道。

“立德树人”教育观强调的行为端正性和知行

一致性都能在中西方伦理道德观中找到承传的迹

象。教师只有内化知行合一的师德理念，以德施教，

以行示范，自律自觉地抵制各种诱惑，实现德知、德

性和德行三者的统一，才能做学生成长路途中不动

声色的摆渡人。

三、“立德树人”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基础教育步

入全球化的形势下，“立德树人”教育观可从教师队

伍的职业认同、群体共建和文化视野等方向作进一

步的延伸，以便在国内继续厚植师德师风，向外展

示有中国特色的先生风采。

（一）增强职业认同，重振教师尊严

2018年 9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呼吁“全

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

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

应有的社会声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

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3］分别从制度上、舆论

上、氛围上夯实了优质教师队伍建设的各项保障。

然而，教师角色的认同在争取他者层面赋予的同

时，更需要重获“自尊”，增强职业幸福感和荣誉感，

共同维护师德师风的应然本色，即从教师职业认同

层面出发，对“立德树人”教育观进行适度延伸。

教育事业的祛魅让教师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职

业。也正因如此，教师职业在“他尊”和“自尊”的轨

道上都出现式微和崩解的趋向。特别是近年来，由

于部分教师个人行为越轨和道德失范现象频繁暴

露于媒介中，公众心目中的师者形象持续走低，社

会出现教师职业偏见、尊师氛围消逝的倾向，使得

教师职业面临污名化的风险，其声望和地位遭遇较

为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知识技能掌握不足、教学

成果收效甚微、政策执行有心无力等问题同样导致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降低，情绪走向低迷。这与主流

话语期待的“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的愿景

有所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师队伍的职业

自信和教育自信。重振“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既

是“立德树人”教育观对传统师道精神的传承，也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时代语境下对师道尊严的回

归。然而，赢得全社会的尊重还须依赖教师自我意

识的赋予，即增强教师个体对职业前景、自我价值

的认同与肯定，唯有如此，教师群体才有遵守师道、

弘扬师风的底气和尊严。

（二）凝聚个体智慧，发展教师共同体

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中提及教师应当学习于共同体之中，认为教师“需

要一种同事之间的相互切磋、对话的共同体的指

引”“可以从彼此间找到帮助自己教得更好的资

源”［24］，即教师共同体蕴含着丰富的教师成长所需

要的资源。教师共同体是在教育新形势下出现的一

种教师成长创新方式，主要指基于共同发展目标、

以协同合作为工作理念、通过智慧共享和规范引导

下形成的稳定融洽的教师团体。如今，名师工作室、

研修团队、课改沙龙等不同形式的共同体实践都证

明，教师共同体为实现教师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

提供了平台，能够短时有效地发展教师专业共同体

以提升师资力量，内在地促进教师道德共同体形成

以弘扬优良师风。

教师共同体的概念主要是从教师集体共建的

层面对师德师风理念进行延伸，其丰富的内涵为形

成优良高尚的师德师风注入了新动力。教师队伍建

设并非单一、割裂、封闭式的系统，而是全行业的任

务。师德师风理念的贯彻与推行，既需要个体的积

极践行，也更加期待整个教师行业的集体联动，产

生更大更优的群体效应。一方面，依托于教师共同

体这个交流平台，教师通过在组织内部交换个体智

慧、构建集体记忆，并在专业学识、师德规范和育人

愿景上达成共识，从而获得身份认同感和群体归属

感；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发挥教师共同体中先进个

人的示范作用以及形成他律层面的群体规范，以此

激发个体的学习内驱力与自我审视的主动性，从而

加速推进师德师风的构建。

教师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有两条路径：

其一，发展教师各类型共同体，首先要发展道

德共同体。高尚的师德师风是教育工作者开展一切

教育活动的逻辑前提。只有每个道德共同体中的成

员都注重道德的自我管理、修养和锤炼，恪守师德

话语体系中的规范和准则，保持美好的德性和崇高

的人格，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建构至善至美的

教师群像，让良好的师德蔚然成风。

其二，要致力于在道德共同体的隐性监督和价

值引领下发展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积极联合拥有

共同志趣或不同知识背景的教师开展教学和学术

交流活动，通过学术创新、资源整合的方式促进学

科文化的交叉与融合，产出更优质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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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定文化自信，开拓全球视野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5］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立足于

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报

告也明确指出“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

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25］，体现出在世界各国共同推动教育全

球化视域下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的必要

性。因此，在教育活动和教师自我提升的议题中融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拓宽国际视野和涉外

素质，应当成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智慧和未

来目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师德师风提供了深

厚的文明土壤，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赋予师

德师风理念历久弥新的意义与价值。在主流文化与

潮流文化激烈碰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日趋交融

的今日，不少学生陷入身份归属感淡化、漠视民族

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尴尬境地。教育事业是面向未来

的，也是面向世界的。在寻找民族文化根源之际，也

应当放眼世界，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断丰富师德

师风理念的内涵。国际化教师队伍应熟悉国际惯例

和涉外礼仪，具备较强的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话

语能力，以创新的形式积极输出中华传统文化，让

其在多元文化中永葆活力；对内做引导学生自觉维

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爱国热情的引路人，并重视学

生国际视野的开拓，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

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队伍在加快国际化步伐的

同时，应当将不丧失中华民族的庄严人格、师格和

国格作为行动底线。在实践过程中，既要以谦卑开

阔的胸怀认真汲取各国教育改革理念和经验教训，

也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积极主动地为全球教育事

业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加快我国教育现代化

和教育全球化的进程。

总之，只有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中西合璧，自觉

形成兼具民族文化自觉与开放包容视野的师德风

尚，向世界展示中国优质师资队伍的翩翩风度和端

庄姿态，才能将优良的师德师风扬名海外，使之成

为中国大国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立德树人”教育

观是中国古代优秀师德理念的坚守与再造，是立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

键指引，是对未来教育现代化和教师人才队伍建设

的殷切展望。总体而言，教师作为塑造灵魂、培育人

才的主力军，必须树立崇高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

感，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才能走好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每一步，向教育强国的终极目

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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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al View

LUO Kunjin,DENG Yuq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ultimate goal of communism is to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also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great reju-

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spirit, discarding and surpassing the core

of Western ethics and morals, and highly conforming to the need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China's education field

has gradually formed a series of rich new ideas of teacher ethics: " Important discourses such as "Four Good Teachers", "Four

Guides" and "Four Unity" highlight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support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hich have

profou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growth of outstanding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an educational

power.

Key words: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morality fosters people; four good teachers; four guides; four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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