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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
发展历程与逻辑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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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对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造就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

重吸纳和补充师资力量，初步搭建起革命的教师队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教育理念、教师进修、职

称晋升等方面探索教师队伍建设途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教师准入制度、教师聘任

制度、教师培训规范化等方面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更加注重师德师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四大经验：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理论逻辑，坚持与时代发展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逻辑，坚持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活力的

制度逻辑，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逻辑。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要汲取历史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教师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加强制度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注重教师发展需求，激发教师活力，增强教师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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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关

键要素。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培养造就一支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

“因为课程与教学都要靠教师来做，所以最重

要的就是教师。”［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了不同的政

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从总体上把握了高校教师

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正确方向，对我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顾和总结中国

共产党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和

历史经验，对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构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的发展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搭建起革

命的教师队伍

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

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陈独秀、恽代

英、毛泽东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思考中国教

育的现状与发展道路。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后，教育被纳入革命工作。在创建和领导新

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建

了一批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湖南自修大学、上

海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陕北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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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了适应这些机构的教育教学需要，首要

任务就是要培养和发展一批为革命战争与阶

级斗争服务的教师。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

以下具体措施：

１．多途径补充高校教师数量

战争期间，能够符合高等教育机构教育教

学要求的教师数量是有限的。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仁人志士，补充教

师队伍，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吸纳

爱国知识分子进入教师队伍，这成为战争期间

解决师资力量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例如在

上海大学的创办过程中，俞平伯、冯子恭、陈抱

一、施存统、何世桢等爱国知识分子参与了教

育教学工作。其二，要求党的干部担任高等学

校的教师。为了补充极度缺乏的师资力量，同

时也为了适应战争时期教育教学的特点，中共

中央要求党的干部担任高校教师，以毛泽东、

朱德、瞿秋白、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同志均走

向讲台，成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教师。其三，选

拔优秀的学员进入教师队伍。例如陕北公学

采取考试的方式从普通班学员中选拔水平较

高的同志进入高级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２．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教师发展的关键

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义就是借助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来解决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发

展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高等教育的主

要内容，而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加强高

校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学习，提高高校

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培养高校教师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高校教师需要参加各

种政治生活和生产劳动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并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开展教育工

作。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高校教师学会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和看待中国

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对提升教育教学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３．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培养教师专业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革命武器”。高等教育

要培养出符合革命需要的人才，就需要教师正

确地看待书本知识，通过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劳

动中总结关于革命的知识，在此基础上编写专

门的教材、讲义与参考书等，并不断加以完善，

提高教材的科学性和思想性。

总体而言，由于战争封锁以及革命条件的

艰苦，这一时期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难以获得

足够的资源与支持。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共产

党为培养革命的教师队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多方面培养和充实师资力

量，而且还帮助高校教师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水平，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多方面探

索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途径

１．通过思想改造与理论学习提高高校教

师思想政治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高等

教育迫切需要对原有大学进行彻底改造，探索

构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需要的高

等教育体系。当然，这一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破

除旧教育，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因此，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

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摒弃不符合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教育理念。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

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

简称《纲领》）。《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

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

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并强调“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

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

广泛需要”［２］。１９５１年，北京、天津等地多所高

校开展了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学习运动。

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９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

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在中国知识界引起

了热烈反响。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在

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

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

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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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３］，同时强调了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大

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全国高

校相继开展了学习运动。与此同时，各个高校

还设置了“政治辅导处”，负责推进教师的政治

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等工作。

２．依托进修工作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与

学术能力

经过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注重

提升高校教师的教学与学术能力，以全面助推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

重要内容。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与学术能力

主要有３种模式：一是派遣教师前往苏联学习，

或是利用来华的苏联专家举办短期高校教师

培训班，指导高校教师的教学工作，帮助开展

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与建立实验室等工

作；二是依靠国内大学培养教师；三是高校自

己开展教师培训或将教师选送至国内综合大

学进修。在与苏联关系恶化之后，我国开始走

上自主培训高校教师的道路。依托重点高校

培养高校教师成为提升高校教师教学与学术

能力的主要途径。

３．领导高校教师职务等级体系建设及标

准量化工作

在做好教师培训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着

手全面领导教师选任、晋升工作，领导高校教

师的职务等级体系建设，并发布了一系列的政

策文件，对高校教师不同职级的待遇、工作量、

晋升程序等方面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４］。通

过对不同职级教师的工作量作出明确的规定，

为合理评价高校教师工作及相应的待遇提供

了依据，保证了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合理发展。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受

到严重破坏，教师成为批斗下放的对象，高校

教师发展及其各项制度建设中断。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努力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化

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以科教战线为突破

口，领导全面拨乱反正［５］。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党

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

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

策。由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神指引下，全国高校首先开展了复查和平反冤

假错案工作，逐步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与此同时，全国高校在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改革和创新，促

进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化，推动教师队伍快速

发展。

１．教师队伍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并重

１９７７年，高校招生制度恢复，全国数百万

考生参加高考，几十万新生步入高校大门。伴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

大。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为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高校招生制度走向“双轨

制”。１９９９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扩招阶段。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对师资队伍数量

的要求，解决教师短缺问题，中共中央强调通

过探索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提高高校在教

师招聘中的自主权，提高教师待遇，激发更多

的优秀人才进入高校教师队伍。在一系列政

策的影响下，高校教师人数从１９８５年的３４．４
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４４万人［６］。

在扩大教师规模的同时，党和政府采取多

种政策措施构建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促进

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化，不仅采取各种进修、培

训等手段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而且还建立

了高校教师准入制度。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条明确规

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７］。１９９５年１２

月，国务院发布《教师资格条例》，规定“中国公

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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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

高校教师作为保障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其教

学工作质量成为教学改革和评估关注的重要

方面。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教高〔２００１〕４号）强调，“把教学工

作质量作为教师职务聘任的重要标准”［９］。

２００４年，为了推动教学工作的改进、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

发〔２００４〕５号）下发，提出实施“高等学校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进工程”“高素质教师和管理队

伍建设工程”等举措［１０］。２０１１年，为了进一步

促进教师教学、提升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教高〔２０１１〕６号）指出，要引导高等学校建立

适合本校特色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积极开展

教师培训、教学改革、研究交流、质量评估、咨

询服务等各项工作，提高本校中青年教师教学

能力［１１］。

２．领导教师聘任制度改革

１９７８年以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全面

恢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一批教师获得职称

晋升的机会，使高校教师队伍的职称结构发生

了变化。然而，这种任命式的职称制度，难以

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既无法提高高校的

办学自主权，也无法激发教师的活力。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为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

项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出

台多项政策，巩固和完善教师聘任制。党的十

四大以后，高等学校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高校

教师任命制，进一步加快实行高校教师聘任制

的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自１９９４年

１月１日起施行）第十七条 明确规定“学校和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７］。《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自１９９５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第三十五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实行

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

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１２］此后，聘任制在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的

推动下得到加强。相关政策有２００２年出台的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

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１３］以及２０１０年

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１４］等。与此同时，各高校也

开始探索教师聘任制改革，如北京大学推出聘

任制和分级淘汰制，引入“教授会议”评议机

制［１５］。２００７年，《人事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

学校、义务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等教育事

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

提出，“学校可根据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所

侧重承担的主要职责，积极探索对教师岗位实

行分类管理”，自主进行岗位聘用工作［１６］。

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

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０〕４８号）下

发，其中强调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并要求清华大学等８所改革试点高校

建立健全岗位分类管理制度，推进高校人事制

度改革［１７］。

３．实施系列人才计划推动高校骨干教师

培养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在恢复高校教师进

修制度的同时，试图培养一批中坚力量，带动

教师队伍的整体发展。在早期阶段，主要是通

过进修、培训、访学的办法，提高骨干教师的教

学和学术能力。１９８６年，《国家教委关于印发

〈高等学校接受国内访问学者的试行办法〉的

通知》（〔８６〕教师管字００１号）对高校教师访学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１８］。１９９３年，国家教委启动

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此后，“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

一批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逐步实施，构建起了

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过

各种形式鼓励高校引入一批高水平国际人才，

先后推动实施“百人计划”（由中国科学院实

施，于１９９４年启动）、“春晖计划”（由教育部实

施，于１９９７年启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

计划”（简称“１１１计划”，由教育部、国家外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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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局联合实施，于２００６年启动）等。在中共中

央各种政策的影响下，各省市还推出了相应的

国内和国际人才培养与招聘计划，推动了高校

教师教学和学术竞争力的提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着眼高等教育发展全局，高度重视教师

队伍建设与发展，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对全面深化教师队伍改革

作出总体部署，大力推进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

建设，把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作

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关键内容加以思

考和谋划。

１．加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

为了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出

了新的希望和要求。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向

全国教师致慰问信，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希

望全国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想信念，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牢固树立

改革创新意识［１９］。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北京师范大学时勉励广大师生要做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教师，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指明了

方向［２０］。同年，《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

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４〕１０
号）出台，要求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

相互衔接，建立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

相结合的高校师德建设工作机制［２１］。２０１６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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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２２］。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

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２３］。２０１８年９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

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

任［２４］。２０１９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关于师德建设

的“六要”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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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

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２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从师道观、认识论、修养论、方法论等维度形成

了一整套的“尊师敬师”思想，堪称新时代的

“新师说”［２６］，引领着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迈向

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各级教育部门制定了

一系列师德建设的政策规范和指导意见，促进

了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制度化。

２．引导高校教师回归本科教学

建设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是这一时期高校教师改革与发展

的基础性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围绕提高高校教师的专业素质能力，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后，引起社会各界对本科教

学进行反思。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如何

引导大学教师回归本科课堂，成为党中央关注

的重点。２０１２年３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２０１２〕４号）

出台，要求高校要普遍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开展教学培训、咨询，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专

业水平和教学能力［２７］。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发布，强调要着力提高教师专业

能力，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强院系教

研室等学习共同体建设，建立完善传帮带机

制［２８］。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教高〔２０１９〕６号）发布，进一步强调完善教师

培训与激励体系、打造校内外结合的高水平教

学创新团队等一系列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相

关措施［２９］。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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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纷纷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评价

教师的主要指标，建立了教学发展中心，并逐

步形成了集新教师岗前培训、教学团队建设、

教学技能大赛于一体的教学能力发展体系。

３．建立基于分类发展的高校教师评价制度

建立合理的评价制度，推进高校教师分类

管理，做到人尽其用，成为这一时期促进高校

教师队伍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２０１２年，《教

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求完善教师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办

法［２７］。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

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２０１６〕７
号）出台，强调要转变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

的教师评价导向，对教师进行分类管理和考核

评价［３０］。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科学评价为核心，

以促进人才开发使用为目的，建立科学化、规

范化、社会化的职称制度，为客观科学公正评

价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制度保障”［３１］。２０１８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

出“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健全科学

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建立以同行评价为

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３２］。同年，《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

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下发，明确提

出了清理“五唯”的具体目标、范围和方向［３３］。

２０２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全面部署新时代教

师评价改革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重点任务

和组织实施的具体要求［３４］。由此，探索多元

化、科学化教师评价机制，成为深化高等教育

综合改革的紧迫任务。这一顶层设计与安排，

扭转了不科学的教师评价导向，在改革教师评

价制度的同时，采用分类分层的评价方式，激

励了教师的创造活力，为高校教师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提供了保障。

４．深化管理制度改革激发教师发展活力

２０１３年１月，《教育部关于２０１３年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教改〔２０１３〕１号）发

布，拉开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序幕。文

件提出改革的突破口在于破解制约教育科学

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３５］。２０１４年，以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市为改革试点的“两

校一市”综合改革启动。“两校一市”的改革方

案以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为重点。在此背

景下，各大高校纷纷打破教师铁饭碗，通过推

进教师聘任制度改革，优化教师结构，激发教

师活力。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均实

施“预聘―长聘”制度，探索改革人事管理制

度；上海交通大学推进“准聘―长聘”制度改

革，建立“同台竞技、并轨运行”的教师队伍发

展框架。同年，国务院公布《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５２号）。该条例对包括

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公开招聘和

竞聘上岗、考核和培训、奖励和处分等作出了

全面的规定，确立了岗位聘用和职务聘任的制

度框架［３６］。２０１７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

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２０１７〕７号）下发，进

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高校依法自主管理岗位

设置，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加强高校绩效

工资管理［３７］。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高校在人

事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增加了。根据市场机制

建立能进能出的聘任制度，构建岗位、能力、薪

酬相匹配的多元激励机制，成为新时代高等学

校做好人才的选用、任用，激发教师活力的制

度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的逻辑理路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立德

树人的重任。一百年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发展道路、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

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工

作，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推进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与发展［３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坚持了四大逻辑：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时代发展和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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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逻辑，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

活力的制度逻辑，以及立德树人的价值逻辑。

（一）理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是由高

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坚持马

克思主义，首先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期

都将培养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教

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一系列政策措

施，不仅培养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引导

教师客观地看待教育与革命的问题、教育与社

会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引导教师借助马克思

主义理论做好关于“人”的教育工作；其次，体

现为中国共产党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地

看待高校教师队伍的发展问题。高校教师队

伍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使

命和发展取向，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去辩证地分析不同时期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的主要内容，包括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工具

性与目的性、共性与个性、知识与政治之间的

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高校教师发展的时代需

求与政策导向。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

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

认识和把握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规律，

并针对不同时期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问

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始终围绕“人”的发展，构建符合高等教育发展

规律，促进师生健康成长、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保证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的正确方向，体现科学性、时代性。

（二）历史逻辑：始终与时代发展和祖国命

运紧密相连

在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借助高校教师对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运用，培养军事人才，保

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

初期，高校教师要服务政治、服务社会主义建

设的需要，通过提高专业知识与能力参与国家

各项事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制度

化，保证了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分配，促进高等

教育发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驱动作用。

当下，党中央把高校教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不断进行制度创

新，激发教师活力，迈出了新时代高校教师队

伍建设新步伐。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高

度重视高校教师群体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通过不断提供政策供给和实施制度

创新激发高校教师的革命热情、建设热情、创

新活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

共产党依托高校教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方向

和实践路线以及人才支撑；其二，中国共产党

始终能做到在政治上信任、思想上引导、工作

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通过培养一批

又一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高校教师，保证了党对教育

的正确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

（三）制度逻辑：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活力

重视知识分子，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发挥

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

政治优势［３９］。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基础上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注重政策优

化和制度创新，积极为高校教师创造各种有利

条件，充分激发教师的创新活力，促进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经过持续的制度改革，高校师

资力量从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分薄弱发展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断壮大，已基本形

成结构合理、学科齐全的教师队伍。当然，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采用的制度模式

是不同的。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高校教师队伍的制度建设模式是强制性的，无

论是对教师群体的思想改造，还是学衔制度的

建立、教师聘任制的推行，无不是中国共产党

强力推行的结果。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

过学术因素和市场因素的“诱致性”和“渐进

式”调整，改革高校的用人机制，有利于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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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价值表达和发展诉求。新时代教师制度

改革则走向了供给主导型。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重视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与发展，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错误的观点

和做法，积极探索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科学化、

规范化、制度化发展途径，创造性地建立适应

新形势新任务的政策框架，将广大教师团结凝

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与党同心同德、同向而

行，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历史伟

业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可见，虽然不同时期采

用的制度模式不同，但是本质作用都在于引导

高校教师把爱国情感、政治理想转化为服务社

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四）价值逻辑：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原则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从工具理性的

角度出发，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还要关注价值理性，注重高校教师

对学生的发展影响如何、高校教师的重要职责

是什么等价值取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对教师队伍建设虽然采取了不同

的方针政策，但是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却

一以贯之，要求高校教师担负起立德树人的使

命与责任。高校教师应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

取向，明确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考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

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并将其作为一

个好教师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在引导和

推动高校教师做好立德树人工作的过程中基

本遵循三条路线：

首先，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

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

‘大先生’。”［４０］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教师坚持

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以德树人、以德化人，做

好学生的价值引领工作。因此一直以来，中国

共产党注重将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

伍发展的第一要义，通过培养和提升高校教师

的精神气质、政治素养、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

来引导和帮助学生的成长、成才。其次，促进

高校教师提高教书育人能力。不断提高教书

育人能力是高校教师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主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任何时代都

高度重视高校教师这一基本能力，通过创新和

优化高校教学发展组织机构、建立健全教师培

训和进修机制、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头和表率作

用，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育人能力，激励

教师立足本职工作潜心教书育人。第三，构建

合理的教师发展与保障机制，激发教师的工作

热情，激励教师坚持教书育人的初心，担当立

德树人的重任与使命。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

逻辑，不仅需要教师严格自律不忘初心，不断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教书育人的能力，同时还

需要外部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制

度创新作为推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手

段之一，例如在师资力量紧缺的革命战争年代

拓展教师培养渠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确立

教师的干部身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领导教师聘任制改革以及十八

大以后领导教师评价制度改革等。通过结合

内外环境和教师发展的需求，不断完善制度设

计，激励教师投身教书育人的工作，落实立德

树人的任务，为高校教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的经验启示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注重推动高校教师

队伍建设与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

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逻

辑的基础上，各级各类高校要继续改进和创

新，进一步推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造就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新时

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要认真学习党的宝贵经

验，尤其要注重三个方面：其一，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坚定高校教师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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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加强制度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其三，加强教师发展与保障体系建设，注重教

师发展需求，激发教师活力，增强教师幸福感。

（一）以思想政治建设塑造教师精神信仰

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在

于高度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

让教师成为教育阵地的坚守者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主要传播者、践行者、研究者。这就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来武装高校教师的头脑，为教师

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过程中提供理论指

导；二是加强高校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通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引导教师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认同、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在

教育教学中自觉地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三是鼓励教师在工作中挖掘思想政治

教材中的育人要素，通过研究和创新，在教学、

科研、社会服务中借助新的视角、方法、工具

等，将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立德树人的方方

面面。

（二）以制度建设引导教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队伍建

设的重要工具。在不同的时代，解决不同的问

题需要探索不同的制度变革路径。当下，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面临诸如评价制度不科学、职业

发展不清晰与不平衡、社会地位有待提高等问

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投入。

因此，在教师相关制度建设方面，政府部门和

高等学校应该汲取中国共产党领导高校教师

队伍建设的相关经验，针对阻碍高校教师队伍

健康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改革，充分整合教师

教育资源，建立一套能充分激发教师热情、发

挥教师潜力、引导教师做好本职工作的现代大

学制度，让教师潜心教学，担负起教书育人的

职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三）以教师发展与保障体系建设增强教

师幸福感

高校在充分依靠教师做好立德树人工作

的同时，要给予教师充分的重视和关怀，要充

分了解教师的发展需求（包括专业发展需求、

美好生活需求等），在此基础上紧扣教师发展

需求，创新促进教师发展的机制体制，消除教

师发展面临的种种障碍，为教师发展提供保

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注重完善相关的

政策措施与规章制度，充分释放教师发展空间

和利益空间，同时还要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

围。通过建立和完善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

训一体化发展机制以及教师荣誉制度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切实提高

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教师有获得感，不断

增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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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０８）［２０２１－０４－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０８／ｃ＿１１２００８２５７７．ｈｔｍ．

［２３］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 的 报 告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２０２１－０５－０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ｕａｎｔｉ／２０１７％２Ｄ１０／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Ｆ５２３４８７６．ｈｔｍ．

［２４］　习近平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金句速览［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０９－１１）［２０２１－０５－１１］．ｈｔｔｐ：／／ｅｄｕ．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８／

０９１１／ｃ１０５３－３０２８６２５９．ｈｔｍｌ．

［２５］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ＥＢ／

ＯＬ］．（２０１９－０３－１８）［２０２１－０５－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３／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７４８３１．ｈｔｍ．

［２６］　宋磊 ．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Ｊ］．教师教育学报，２０２０

（６）：１－６．

［２７］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２０１２〕４ 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３－１６）［２０１２－０５－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ｓ７０５６／２０１２０３／

ｔ２０１２０３１６＿１４６６７３．ｈｔｍｌ．

［２８］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３１）［２０２１－０５－１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０１／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６２６５９．ｈｔｍ．

［２９］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意见（教高〔２０１９〕６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５－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８／ｓ７０５６／２０１９１０／ｔ２０１９１０１１＿

４０２７５９．ｈｔｍｌ．

［３０］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教师〔２０１６〕７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８－２９）［２０２１－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１０／ｓ７１５１／２０１６０９／

ｔ２０１６０９２０＿２８１５８６．ｈｔｍｌ．

［３１］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０８）［２０２１－０５－２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７－０１／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５７９１１．ｈｔｍ＃１．

［３２］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

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２－２６）

［２０２１－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８－０２／２６／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６８９６５．ｈｔｍ．

［３３］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

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０８）［２０２１－

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１６／ｓ７０６２／２０１８１１／

ｔ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３５４４４４．ｈｔｍｌ．

［３４］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０－１３）［２０２１－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２０－１０／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５１０３２．ｈｔｍ．

［３５］　教育部关于２０１３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教改

〔２０１３〕１ 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１－２９）［２０２１－０５－２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４２９８７．

ｈｔｍ．

［３６］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５２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４－

０５－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４－０５／１５／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８００３４．ｈｔｍ．

［３７］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２０１７〕７号）［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４－０６）［２０２１－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

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２／ｓ７０４９／２０１７０４／ｔ２０１７０４０５＿３０１９１２．ｈｔｍｌ．

［３８］　王新宇 ．中国共产党领导教师教育的百年成就与现实使

命［Ｊ］．教师教育学报，２０２１（５）：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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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顾明远，刘华蓉 ．知识分子肩负着更大的历史责任和使

命———学习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重要思想［Ｊ］．中国高校

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６）：２８－４３，１５４．

［４０］　习近平寄语教师金句：要成为塑造学生的“大先生”［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０７）［２０２１－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ｘｕｅｘｉ／ｎ１／２０１８／０９０６／ｃ４２１０３０－３０２７６６８９．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ｅａｍ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ＺＨＵ　Ｙａｎｊｕ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ｅａｍｓ　ｉｓ　ａ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ｆｆ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ｗｈｉｃｈ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ｂｕｉｌｔ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ｉｔ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ｉ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Ｌｏｇｉｃ，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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