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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人才是教师的神圣使命，高校教师要以赤诚之心，奉献精神执着
于教书育人的伟大事业。做一个既有传道情怀，又有授业底蕴和解惑能力的优秀教师，一是要回归本分，坚守
初心，抱有炽烈的传道情怀; 二是要扎实学识，孜孜以求，累积厚重的授业底蕴; 三是要博学广闻，敏于明辨，锤
炼透彻的解惑能力。这样才能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勇担教育强国的重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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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elf－cultiv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Feelings，Background and Ability
WANG Hai－yan，HE Jian－fen

( Sangang College，Guangzhou Institute of T echnology，Sanshui Guangdong 528138，China)

Abstract: The sacred mission of teachers are training high quality talented people with aspiration，efficiency and responsibility．
College teachers of a great undertaking should hold on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o be a prominent teacher with ex-
pressing thoughts，tutoring details and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capability，they should have firstly being back to the basic roles and
sticking the initial purpose，passionate propagating deep thoughts; secondly，they should accumulate solid foundation of sophisticated
skills and diligently striving; and thirdly they have large knowledge storage and capability of prudence and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thor-
oughly，with which will become featured on educational country with political caliber strongly，professionally competent，higher skilled
of lessoning and tutoring consumm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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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而高等
教育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
以来，教育部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紧紧围绕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为了加快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高校本科教育提到极其重

要的地位，多次下发文件，敦促和强调全国高校要加快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本科生是高素质专门人才培养的最大群

体，本科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
段，本科教育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重要基础。”［1］“建设
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1］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全面提高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教师是根本。在当前全国高校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重
要时期，教师如何发挥其主体作用? 这是全体教师应该认真
思考的问题。在此我们应该重温唐代诗人韩愈给予教师的
定位，即: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代先哲对于教师
这个角色的界定，我们并不陌生，也经常被大家引用。但当
我们静下心来反思一下，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呢。时
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在建设教育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传道、授业解惑不仅依然是为师者的本
色和使命，而且更应该要强调尤其是用实际行动去诠释的。

一、回归本分，坚守初心:抱有炽烈的传道情怀

把我国建设成教育强国，高校的本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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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段。因此，教育部提出了“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
( 即: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 。其中“回
归本分”是专门针对教师而言的。回归本分就是强调教师要
潜心教书育人。而高校教师怎样才能做到潜心教书育人，首
先在师德层面要做到以下三点:

( 一) 奉献精神:一个优秀教师必备的前提条件

具备献身精神，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教育工作就更
是如此。古今中外，有关教师重要地位的论述甚多。在我
国，尊师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荀子就说: “夫
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2］有老师和没有老师是不
一样的，如果人能够有老师、有法度，聪明的话，很快就能通
达，就会脱颖而出，功成名就。所以，人若有师有法，那就是
“大宝”;若没师没法，就是“大殃”。习近平在 2021 年 3 月 6

日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说: “教师
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
教育。做好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
淡泊名利的坚守，就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可见，从古至今，教师一直被寄予了很高的
期望，为了肩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教师就要以
高标准要求自己，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
人这个最崇高的事业中去。“曾子避席”和“程门立雪”等典
故成为世代传颂尊师重教的千古佳话。17 世纪的一位捷克
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夸美纽斯也曾说: 教师
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承载着传播
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的伟大使命。

今天重温这些古今中外名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使
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教师职业的伟大以及在当今中国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感受到作为师者肩上的使命和责
任的重大。面对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我们每一个教师都应
该反思自己，你是否是一名称职的合格教师。

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多元化的
社会中，拜金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也不同程度的冲击到了校
园。受此影响，一些教师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在教学上精力
投入不够，常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仅教书达不到目标要
求，育人就更是欠缺了。所以，课堂教学中的“敷衍”、“水
课”等现象时有出现。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虽然职业
崇高，但经济收入相对高收入领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对
此，从事教师职业首先必须具备奉献精神，坐得住冷板凳，顶
得住社会上各种诱惑，全心全意投入教书育人，否则其工作
必然有折扣。因为教师这种教书育人的特殊职业有别于其
他，它不是在短时间内就有立竿见影的成绩来体现你的工作
价值，它的价值是隐性的，是潜在的，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培
育过程才能显现的。所谓奉献精神，就是要求教师要具有大
格局，把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默默无闻，努力奋斗，心无旁骛地
把自己全部力量奉献给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创建
云南华坪县免费女子高中的时代楷模、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
校长，倾其所有，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用生
命诠释了无私奉献精神，以她人性的光芒照亮了别人，真正
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她的事迹感动了

无数的国人，是教师们的光辉榜样。

( 二) 爱岗敬业:一个优秀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

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奉献精神，还需要始终保持
对本职工作饱满的热情。作为一名合格的优秀教师，首先要
热爱自己的职业，然后才能做到敬业。只有爱岗敬业，才能
够做到心无旁骛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当中去，才能
避免一些仅仅为了工作而工作敷衍应付现象的出现，而是真
正把自己的职业变成自己的事业，追求更好的成绩，达成更
高的目标。其实，热爱，是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的首要前提，而
教师这个工作则更需要热情，有了热情，才能够对学生富有
爱心，也才能够始终保持耐心去做细致的育人工作。

当然在现实中，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不一定就是自己所热
爱的，其中难免有人是被动的选择，这也包括教师这个职业。
尽管从理论上来讲，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很受人尊重，但从
经济收入看，与高报酬的一些行业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
会直接影响到当初那些被动选择者从教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自然也是教师队伍建设或者师德师风建设中必须面对和认
真考虑的问题。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一部分人中，随着教学
工作的期体验，对教师职业的价值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并产
生了一定的感情，甚至最后完全热爱上了这一行，从而怀着
崇高使命感，以积极的心态和饱满的精神，始终奋战在教学
第一线。

( 三) 行为示范: 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先做自我信道的传
道者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

魂”。［3］立德铸魂的伟大工作是由千千万万一个个具体的教
师来完成的。所以，能否培养出德智体美劳高素质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给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关键在教
师，首先在于每一个教师的师德师风。应该说师德师风是教
师职业素养中排在第一位的。传道者首先应是一位明道者
和信道者。而教师所传之“道”，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大者
就是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奉献国家，服务社会; 小者就是如
何做人，怎样处事，古人说: “师者，人之模范也。”、“在学生
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
极大影响。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教师的
职责不仅是传播知识、真理和思想，也肩负着塑造学生完善
的人格，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使
命。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
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4］让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有信
仰的人教信仰，这一点对于思政课教师更为重要。当然其他
专业课教师也必须要具备这个素质，如此高校的教育教学才
能齐心协力，形成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大格局，

才能把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上去，也才能够为国家和民
族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人才。这正
是当前所强调的课程思政的意义之所在。教师的职业是教
书育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
高本科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具有一批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怎样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教师节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座谈时提出了四
个方面的标准，即: “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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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仁爱之心”［5］的四个标准，其中道德层面就占了三个，
可见教师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有多么的重
要。古代先贤早已把传道定序为首位，即所谓“师者，传道，
授业，解惑也”。

二、扎实学识，孜孜以求:累积厚重的授业底蕴

一名优秀教师，一定是德才兼备的。师德是首位，始终
抱有炽热的传道情怀，以蜡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学生。同
时还要具备宽厚的授业底蕴。传道是前提，底蕴是完成使命
的资本。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就要具备一桶水。只有这
样的底蕴，才能够在教学上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也才能够完
成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 一) 专业精深，追求卓越:大学教师要具有工匠精神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具备一
大批高素质的有扎实专业功底的优秀教师是关键。新时代
的大学生思想活跃，求知欲强，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普及，他
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也比过去多很多，这是时代赐给他们的优
势。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他们接触
的知识比较庞杂，容易造成学习精力的分散，甚至有时拎不
清主次，忽略专业的学习。面对此种情况，怎样引导学生甄
别选择，集中精力强化专业课学习，能够潜下心来多读书，勤
思考，夯实好专业基础，这就需要教师负起责任来。教书育
人的工作可以说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教师的重要作用
无可替代。而真正做到教好书育好人，并非只是喊喊口号就
能做到，需要教师们在平凡的日常教学中，充满爱心，集中精
力，全身心投入，孜孜不倦，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教学实践中去
落实。其中业务能力精湛，专业功底深厚的老师，肯定是最
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是怀有满腔热忱，关
心学生，爱护学生，师德师风都过硬，但专业能力弱，课讲得
不好，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甚至是含金量低的“水课”，自
然在学生的心目中失去了师者的权威，无法让学生敬佩。所
谓“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6］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教育者，必须自己首先要做到德才
兼备，既要有育人的情怀，又要有授业的底蕴，教书育人才得
以实现，这也是能够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必备的条件。

教书育人这项工作也要发挥“工匠”精神，育人需要爱
心、细心和耐心，教学上需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尤其对待
所教专业，要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做一个具有扎实
学识、业务能力强的优秀教师，其实道理很简单，无非是要持
之以恒的付出艰苦的努力，把自己的专业视为立业之本，孜
孜以求，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
水平。具体说，一是要刻苦钻研，娴熟讲解教学内容，精准把
握重点难点;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专业知识，时刻关注
最新学术成果，并它引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
到新知识。始终保持教师的“这桶水”装得满满的，进而才
能够做到在教学中从容不迫地给学生一杯水。

( 二) 传统与现代:大学教师要具有传承与创新精神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完全不同
于以往。尤其是网络技术的普及运用。在教学方法和手段
上，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但传统的东西是否可以全部弃之
不用呢? 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传统教

学方法中优秀的部分还是应该继承下来的，并应在改革创新
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科学合理地与现代手段相结合。比如:

现代课堂教学大多采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但传统的板书在
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讲解上还是需要的。如地名、人名、专有
名词术语等等，可以作为多媒体课件的辅助手段运用，能够
起到突出重点、强化学生记忆的作用。在教学方法上，如何
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这需要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
去探索和研究。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该避免出现两种极端的错误
倾向:一是固守传统，因循守旧。不善于学习新的方法和手
段，总认为传统的满堂灌讲解是最好的。老师的一言堂，与
学生鲜有互动，填鸭式的教学，缺少启发性。一成不变的固
化思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自然课堂教学效果差，学生很难
接受，就更谈不上喜欢。二是否定传统，全盘现代。即不分
青红皂白，一味否定所有的传统方法。比如: 课堂教学完全
是多媒体课件，没有任何板书，而多媒体课件又往往是教材
搬家，内容设计呆板，制作粗糙简单，教师的讲授少之又少，

甚至有个别的老师打着改革创新的幌子，不顾教学内容搞某
些花哨的形式，把整堂课都交给学生，教学效果极差，这是教
师偷懒的一种表现。

上述两种情况就是两个极端，皆不可取。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想要追求卓越的教学效果，就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寻
求突破，切不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将自己困在一个固定的
框框里。而是要根据专业特点，探索适合新时代大学生需要
和喜欢的方法手段，努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但同时我们也
应该注意，改革创新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我们应该把好的方
法继承下来，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力争做到每一节课都
有很高的含金量，都能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

三、博学广闻，敏于明辨:锤炼透彻的解惑能力

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这是衡量
一名教师是否优秀的三个缺一不可的标准，也是每个教师为
之努力的方向。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愈发激
烈，高等教育的理念及教学模式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适应新形势，契合我们国家的战略布局，建设教育强国，

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在政
治上有坚定的信仰，德行端正和精湛的专业素养外，同时还
要努力做到博学广闻，拓宽视野，储备丰厚的知识，不断提升
在教育教学中的解惑能力。

( 一) 博览群书，开阔视野

培养高素质人才，首先教师要具备高素质。新时期的大
学教师视野应该更宽阔，知识面更广博。而且知识的涉猎不
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应该关注到相关边缘学科甚
至是跨学科。因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想相对过去更活跃，尤
其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应用，获取知识的渠道增多，他们接
触的知识更为庞杂，很容易陷入潮涌般知识信息的旋涡之
中，取舍不当，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不强，势必造成学习精力
的分散和认识上的错误。对此，就需要教师给予正确的引导
和帮助，把学生引向正途，若教师的知识储备不够，对相关知
识了解甚少或者完全不懂，就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也解
答不了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自然也就失去了师者的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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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就无法完成好教书育人的使命。
随着建设教育强国、强化大学本科教育步伐的推进，对

教师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怎样做到不辱使命，不负期望，为
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在业务能力上做到又专又博，其
实这方面是没有什么秘诀的。无非就是高标准要求自己，首
先从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笃定前进目标，下苦功夫钻
研学习，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业务水平，力
争成为一名具有扎实的学识、宽阔的视野和专业功底深厚的
称职的优秀教师。

( 二) 勤于思考，明辨是非

刻苦钻研，使其专业更精; 博览群书，使其视野更开阔，
勤于思考，使其判断力更强。衡量一名大学教师是否具有很
强的解惑能力，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去努力。善于
读书，还要善于思考。勤于思考才会产生问题意识，有正确
的认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在知识的海洋里找准方
向，能够在纷繁的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教师的解惑能
力，其内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专业知识上的。这点很
简单，教师的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学生不管提出什么样
的问题，教师都会成竹在胸，循循善诱，一步步引领学生突破
难点，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二是广泛的社会知
识。在教学实践中，会经常遇到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
很多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或者是具有争议的问题，学生往

往带着迷茫到老师这求解。而老师能够无所回避地直面问
题，拨开迷雾，去伪存真，说清事实真相，及时给予正确的解
答和引导，并令学生信服，这对教师的能力是个考验。换言
之，也可以说是检验教师学识水平高低深浅的试金石。尤其
是对一些没有结论的问题，教师要给出自己的观点，而且这
个观点一定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接近正确的，是基本符合
事实真相的，是充满正能量的，是能够给学生的成长带来益
处的。所以，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必须是专业精深，知识广
博，勇于创新，爱党爱国，关心社会，关注国内外形势，而不是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否则就会目光狭窄，学
识浅薄，浮云遮目，不但回答不了学生的提问，反而会传授错
误的观点，误人子弟，失职失责，根本不具备解惑的能力。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为国家培养大批德才兼备、担当
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有一大批优秀的教
师。在当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感召下，作为一名高校教
师，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以高远的志向，炽热的激情，不懈
奋斗的精神，积极投身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这一神圣而伟
大的事业中。围绕传道情怀、授业底蕴、解惑能力等教师职
业素养上自觉修炼，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专业技术水平，做
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
教师，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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