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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对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强调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

准应该是师德师风。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

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就如何做一个“好老师”［1］提出了

四点要求。在考察清华大学时，又提出了“大先生”

的概念，期望高校教师成为“好老师”，争做“大先

生”，明确了高校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的目标，指

出了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更高要求和基本路径。

我们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精神，深刻认识新时

代加强高校良好师德师风的重要意义，掌握其科学

方法，培养优良的师德师风，才能切实承担起新时代

高校教师的历史使命。

一、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是师德

师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进入新时代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师德师风建设发表重要讲

话。据不完全统计，从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 9月 9日
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到 2021年 4月 19日考察清

华大学，系统全面论述师德师风建设的就有 8次之

多。其中，对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做出以下重要论述。

（一）师德师风建设的标准：做“好老师”，成为

“大先生”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中，

从 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至 2019年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好老师”的标准一以贯之。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大

先生”这个概念。这充分表明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

标准，是向“好老师”看齐，向“大先生”的目标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对

什么是“好老师”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做好

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

识”“要有仁爱之心”，将师德放在重要的位置。高校

教师良好的师德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要有正确的政治品德。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有理想信念”，“正确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

种未来的指路明灯。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正确理想信

念的人能够成为好老师”。这就要求高校教师要始

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用好课

堂讲坛，守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践行核心价值

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

往。“有理想信念”是对高校教师师德的政治要求，也

是高校教师应该具有的政治品德。

二是要有高尚的公民品德。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师者，人之模范也”；“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

子”；“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

的人群”；“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

的重要条件”；“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

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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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高校教师应在是非、曲直、善恶、义利、得失等

方面有正确的观念和行动，见贤思齐，自觉坚守精神

家园和人格底线；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

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

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

中华传统美德；引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

别是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三是要有优良的职业道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包括“对所从事职业的忠诚”和

“关爱学生”两个重要方面。他强调“好老师应该执

着于教书育人”，“做老师就要热爱教育工作，不能把

教育岗位仅仅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有了为事

业奋斗的志向，才能在老师这个岗位上干得有滋有

味，干出好成绩。”“好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应该

是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在严爱相济的前提下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好老师要

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

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使自己成为学

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好老师一定要平等对待每一

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包容学

生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

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

在“好老师”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

华大学的时候提出希望老师们成为“大先生”，做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

展的人。要成为“大先生”，首先要做“好老师”，这既

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标准，也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

的基本路径。

（二）师德师风建设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

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

望。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

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

老师。”2016年 9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八一

学校考察时再次强调了这段重要论述，这是对全国

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提出的要求，彰显了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进一步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

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

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

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

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发表重

要讲话时再一次强调，“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

位置，引导广大教师继承发扬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以赤诚之心、奉

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

（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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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时他指出，“师德师风建设应该是每一所学

校常抓不懈的工作，既要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也要有

日常教育督导”。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向教师提出了

三个基本要求——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同时，指出了教师个体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的四个基本方法，即“四个统一”。最后

要求各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必须常抓不懈，既要

有制度，也要开展日常的教育督导。

二、党和国家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基本

政策

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国家有关部委出台

了一系列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法律法规文件，

就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做了以下规定。

（一）高校教师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

行为准则

在《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明确了高校

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是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

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六个方面。在《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明确规定坚定

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传播优秀文化、潜心教书

育人、关心爱护学生、坚持言行雅正、遵守学术规范、

秉持公平诚信、坚守廉洁自律、积极奉献社会是高校

教师的职业行为准则。2018年 1月教育部发布的《关

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指出，

高校研究生导师的基本职责是立德树人，基本素质

是“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

上述三个文件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

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高校教师的共同要求，其规

定都是基本的师德规范，也是高校教师的必备条件。

（二）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

教育部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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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意见》中提出建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

的惩处机制，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

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并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

重违反师德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还要

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2018年教育部在《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除了从正面对高

校教师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要求外，还规定十个方面

的禁行行为。当然，除了这十条禁行行为外，还不得

有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这是高校教

师不能触碰的底线，如若触犯了其中任何一条，不仅

将在道德上受谴责，还要受到校规、校纪、党纪甚至

法律的制裁。

（三）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具体措施

教育部等有关部委的一系列文件提出了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其

一，全面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思想铸

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

师头脑；坚持价值导向，引导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

教师作用。其二，大力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突

出课堂育德，在教育教学中提升师德素养；突出典型

树德，持续开展优秀教师选树宣传；突出规则立德，

强化教师的法治和纪律教育。其三，将师德师风建

设要求贯彻于教师管理全过程。严格招聘引进，把

好教师队伍入口关；严格考核评价，落实师德第一标

准；严格师德督导，建立多元监督体系；严格违规惩

处，治理师德突出问题。其四，着力营造全社会尊师

重教氛围。强化地位提升，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强化

权利保护，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强化尊师重教，厚植

校园师道文化；强化各方联动，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的有关规定，将习近平总书

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法制化、规范

化，细化为工作方针和指南，不仅明确了师德的标

准、师德禁行行为的红线，还提出了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的具体措施，这为高校教师培育良好的师德师风，

明确了努力方向，对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明确了

具体要求，是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基本依据。

三、新时代加强高校良好师德师风的意涵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育良好的师德师风，是学

校的基本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更是教师的

本分。

（一）优良师德是高校教师的基本素养和必要

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决定人类的今天，也

决定着人类的未来”［2］。教师的职业道德是一种最为

特殊的职业道德，也是最为重要的职业道德，它调整

两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

系，是成年人与青少年的关系，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的关系。教师年龄大、阅历深，社会经验丰富，而

大学生大都刚步入成年人行列，从法律上讲，还没有

完全或者刚具有法律行为能力。因此，在师生关系

上是“师强生弱”，如果教师道德败坏，欺凌弱小，不

仅无法实现教育的功能，还会严重侵害学生的身心。

所以，要求教师必须自律，必须品德高尚。二是国

家、社会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国家、社会让教师群体

从事教育工作，实际是把国家、社会的未来托付给教

师，这对教师来说是一种崇高的使命与责任。因此，

国家、社会与教师的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无法比拟

的。国家、社会一方面应当善待教师，另一方面要对

教师的人格、品德、知识、技能提出特殊的要求。

优良师德是教师职业的本质属性。教师是用自

己的思想影响学生思想的人。教师传授的思想不仅

要先进，教师的人品也应该令人信服。即教师必须

是“有德之人”。此外，教师的“才能”增长也有赖于

德，无德的学者将会才智枯竭。因为做学问需要“清

心”，清心之人必“寡欲”。无德之人有很多不正当的

欲望，影响其研究真学问。所以，“德高人为师”，教

师的使命决定了教师必须有德；“德重学子信”，德重

之人可亲，亲则信，信则灵，学习效果取决于教师的

道德水平；“德厚才精进”，有德之人的学问能够与日

俱增，无德之人的才智将会随着欲望的膨胀而枯竭。

（二）良好师德师风是实现新时代高校教师使命

的基本保证

新时代良好的师德师风对于保证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

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

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

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

议》）。《建议》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现在到2035
年还有 14年，到 2050年还有 29年时间，因此，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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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或者说生

力军，这一代人能不能培养好，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如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要把这一代大学生培养好，关键在高校

教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是打

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5］这就是新时

代高校教师肩负着的重要历史使命，高校教师能否

完成好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关键看是否有良好的

师德师风。

（三）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克服教师队伍建

设短板弱项的必要措施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存在一些短板弱

项，集中体现在师德师风方面。因此，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

当前，我国高校师德师风方面呈现出以下问题：

在学术风气方面，有的教师急功近利、浮躁、浮夸，有

的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论文；在教学方面，有的

教师教书育人意识淡薄，教学敷衍，在课堂、论坛、讲

座、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转发错误观点，或散布虚

假、不良信息，甚至随意散发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的

言论，误导学生；在品德修养方面，有的教师道德败

坏，对学生性骚扰，收受学生及其家长礼品礼金，为

学生入党、升学提供非法的便利。这些现象严重败

坏了高校教师的形象，诱发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

信任危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阻碍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

期，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刻不容缓。这不仅关系

到国家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复兴，也关系到千千万万

学生的健康发展和切身利益，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

息相关。

四、掌握师德师风建设的科学方法①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属于教育科学的范畴，也属

于伦理学的科学范畴，需要遵循科学规律，不论是高

校管理者还是教师个体，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过

程中，一方面要按照教育科学的规律和伦理学的基

本原理制定制度和措施，另一方面要遵循伦理学的

基本原理掌握师德师风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方法，才

能将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做得更好。

师德师风建设属于教师美好品德的培育，其与

所有品德建设的伦理学方法一样，分为三大类：一是

完善制度，二是道德教育，三是道德修养。完善制度

是基础方法，道德教育是外在方法，道德修养是内在

方法［6］。
（一）师德师风建设的基础方法：完善教育管理

制度

完善教育管理制度是培养优良师德师风的基础

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对于

制度建设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最典型的就是“我们

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

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

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

面。”［7］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风与品德修养有关，但更

重要的是制度。邓小平同志这个论断说明了制度建

设在品德建设、师德师风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

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要建立在科学合理的管

理制度之上，这是基础。没有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

却要求教师们有良好的师德师风，是本末倒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要深

化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经费投入体制、考试招生及

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深化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人

事薪酬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使各

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

规律。”［8］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师德师风

建设相关的高校管理制度应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公

平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二是科学规范的教师管理

制度，包括教师考核制度、职称评审制度等；三是理

性适度的职业道德规则；四是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

制度。以前，高校教师师德师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与

一些高校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是有关系的。如“唯论

文”的科研考核指标，迫使高校教师产生急功近利思

想，忽视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薪酬过低可能使一些

高校教师校外兼职，去争取额外的收入；缺乏科学合

理的教师分类评价机制，要求从事公共课教学的教

师和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完成同样的科研任务，

导致一些公共课教师抄袭、剽窃他人的科研成果等。

（二）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外在方法：教师职业

道德培养

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培养是指按照党和国家的

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的各级领导、教师行

① 本部分的阐述借鉴了王海明先生《新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特此说明并向王海明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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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等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转化为教师内在美好

品德的培养方法。它主要包括：言语教育、奖励惩

罚、以身施教、树立榜样等四种［6］762。
1.言语教育。言语教育就是教育者通过语言向

高校教师传授师德师风相关知识、师德师风建设智

慧，以提高其个人师德认识的伦理教育方法。对高

校教师进行言语教育旨在使他们认识到师德师风建

设的意义和必要性，掌握师德师风建设的知识和方

法，但还不能一定让他们产生积极培育良好师德师

风的动机，这是言语教育的局限性。此外，由于高校

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和强大的

自学能力，言语教育应当更加实事求是。那些不切

实际、唱高调式的言语教育，会使高校教师产生反感

情绪，降低甚至破坏言语教育的功能。

2.奖励惩罚。奖励惩罚可以激发高校教师形成

良好师德师风的动机，避免出现违反职业道德规范

的言行。高校教师的奖励包括国家、高等教育管理

机构实施的奖励与社会舆论实施的奖励两种。前者

属于“权力奖励”，包括授予荣誉称号、晋升职称、职

务、发放奖金等；后者属于“舆论奖励”，包括致送表

扬信、锦旗，公众媒体“点赞”等。惩罚包括国家高等

教育管理部门、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的惩罚和社会舆

论实施的惩罚。前者称为“权力惩罚”，包括行政、党

纪处分、通报批评等；后者称为“舆论惩罚”，包括社

会舆论的否定性评价、社会谴责、网络批评等。

不论是权力奖惩还是舆论奖惩，都直接或者间

接地与高校教师的声誉、物质利益挂钩，所以“奖惩

是每个人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的道德需要的根本动

因、根本动力：这就是奖惩必定使人欲求美德而避免

恶德的原因，这就是奖惩之为使人欲求美德的道德

教育方法的根据”［6］765。
3. 以身施教。以身施教是各级领导干部、高校

及其职能部门和学院的负责人，通过自觉躬行言语

教育的内容及道德规则，使高校教师受到感染从而

自觉遵行高等教育职业道德规范，培养良好师德师

风的教育方法。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行。”以身施教可以提高言语教育的说服

力，坚定受教育者的道德意志，树立道德榜样。反之

则破坏言语教育的功能和效力，使受教育者产生教

育者虚伪的认知，形成受愚弄、受欺骗的心理，产生

反感情绪，破坏其培养美德的情感，动摇其道德意

志。高校教师知识丰富，信息灵通，比一般人更熟知

国家法律和政策，有国际视野，批判性思维能力强，

特别注意对实施教育的人“听其言、观其行”。如果

对他们进行师德师风言语教育的人，说得好，行得

差，将会对师德师风建设产生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

在现实中，有的高校领导在台上大讲“立德树人”“无

私奉献”，但到评职称、分房子的时候，就利用手中的

权力与广大教师争利，这样的师德师风教育者如何

能令教师信服？

4. 树立榜样。树立高校教师学习的榜样是“培

养个人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综合道德

教育方法。”［6］768树立榜样就是通过推出模范人物，使

受教育者的道德理想现实化、具体化和明确化，克服

言语教育等教育方法的抽象、笼统和模糊的缺陷。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树立榜样可以使人模仿榜样的

所作所为，不断向榜样靠近，从而树立良好的师德师

风。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好老师”“大先生”的政

治标准、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学术界做了很多阐

释，一些高校教师总认为这些标准距离自己很遥远，

不清楚如何去实现。但是，如果我们说黄大年、高铭

暄、于漪、卫兴华就是“好老师”“大先生”，很多老师，

特别那些熟悉他们的高校教师，立刻就有了直观的

认识，有了学习的具体对象。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

斯基说，“人只能用人来建树”。树立榜样可以使受

教育者模仿道德榜样的言行，这是品德培养的“最佳

路径”。

言语教育、奖励惩罚、以身施教和树立榜样，这

四种师德师风培养的基本方法互相补充，形成合力，

方可促进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取得成效。

（三）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方法：教师个人

品德修养

教师个人品德修养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

方法。按照伦理学原理，结合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

设实践，教师个人品德修养的主要方法是主动学习、

树立志向、认真实践和不断反省。

1.主动学习。高校教师是最具有终身学习能力

的群体，为了完成自己教书育人的工作，几乎都在主

动学习，以保证自己处在知识的前沿。然而，高校教

师大多在获取专业知识、技能方面具备主动学习的

意识，对个人师德修养方面的主动学习重视程度还

不够。因此，高校教师应该加强“道德学习”，以不断

获得道德知识、道德智慧，提高个人师德认识水平。

主动进行师德学习，重点是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教育部等有关部委

发布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系列文件，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师德师风教育培训，听取榜样人物的

道德知识和智慧传授，参观考察道德教育展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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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阅读伦理学等书籍也是获取理性道德知识的

重要方式。

2.树立志向。树立志向就是为自己的师德修养

设定目标。古人讲“志存高远”，志向越远大的人走

得会越远，越可能干成一番大事业，不立志或“立小

志”的人，品德修养就不可能达到一个高尚的层次，

也难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新时代高校教师承担着

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每一位高校教师都应该树立做“好老

师”“大先生”的志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伦理学原理认为，立志才能长久，不立志必将反

复。高校教师树立志向后要长期坚持，正如亚里士

多德所说，“一个人的行为只有长期遵守道德才能成

为一个有美德的人”。

3. 认真实践。高校教师树立做“好老师”“大先

生”的志向后，就要认真实践，使自己永远走在师德

修养的路上，不断地向“好老师”“大先生”靠近。在

认真实践做“好老师”“大先生”的过程中，要不断地

端正做“好老师”“大先生”的感情和欲望。做“好老

师”“大先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为了更

好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不断地在教书育人工

作和社会生活中做善事、好事，及时改正不符合高校

教师师德师风规范的言论和行为，如果做了错事，要

赶紧改过来；要学会慎独，即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

下，使自己的语言、思想和行为符合高校教师的身

份、地位和职业道德规范。

4. 时常自省。自省就是个人对自己的思想、行

为是否合乎道德规范所进行的自我审视和检查。自

省要经常，即使做不到一日三省，至少要三日一省。

如果长期不自省，品德修养就可能止步不前，甚至还

会滑坡。自省的方法有很多。核心方法是自我审

查、自我评判。评判的标准是自己所立的道德志向。

自省的时候，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违背道德，将遭受

内疚感、罪恶感和悔恨的痛苦折磨，如果发现自己的

行为合乎道德标准，会感到愉悦和快乐。高校教师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

教育部等有关部委的规定作为标准，时常反思自己

的言行，检查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在向“好老

师”“大先生”目标迈进的道路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

了。通过时常自省，不断提升师德修养水平。

五、如何争做新时代的“大先生”

2021年 4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

察时指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

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9］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高校教师应当立志做“大先

生”，不断加强师德师风修养，切实地担负起新时代

高校教师的历史使命，要做到以下四点：向标准看

齐；向榜样学习；做“大学问”；怀“大爱心”。

1.向标准看齐。这里所说的标准是根据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高校教师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提炼

出来的，即“大先生”。“大先生”主要有四个标准。一

是政治标准，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同党和人民站

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实践者。这个标准很高，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

应具有的政治标准。二是学术标准，就是研究真问

题。真问题就是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

的实际问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这

个学术标准，实质是站在世界学术前沿，致力于解决

制约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真问题、大问题。

三是道德标准，就是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高校教师不仅要在学业

上指导学生，更要在做事、为人上指导学生，作学生

的示范。“德高为师，学高为范”，这个要求内涵丰富，

标准也很高。四是职业标准，就是要求高校教师成

为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塑造正确人生观，促进学生

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既要做经师，也要为人师。

2. 向榜样学习。作为榜样的模范人物，是鲜活

的美德形象，是可亲可敬的同仁，是可以模仿的典

范。谁是“大先生”？历史上德高望重的“大先生”有

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慰问、称赞过不少“大先生”，如陈仲韩、陈秋影、

汤一介、李保国、黄大年，还有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于漪、高铭暄、卫兴华，等等，这都是高校

教师的楷模。他们有四个共同特点：一是对党、对国

家无比热爱与忠诚，追求教育事业的最高境界。二

是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致力于研究真问题、

大学问。三是对党的教育事业无比的热爱与忠诚，

勤勉奉献。四是坚韧不拔的学术品格，悲天悯人的

人文情怀和无可争议的学术成就。这些“大先生”成

为高校教师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

3.做“大学问”。成为“大先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是学问要大，如果没有“大学问”，工作平庸，肯定成

不了“大先生”。品德与才学相辅相成，没有大德很

难有大才，没有大才也很难成大德，大德和大才往往

相伴而生，做“大学问”是做“大先生”的必要条件。

在知识爆炸时代，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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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理论，才能完成好教书育人的使命。做“大学

问”包括研究“真问题”。高校教师做研究，要着眼于

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的高校教师应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

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作出

积极贡献。

4. 怀“大爱心”。做“大先生”还要有大爱之心。

人们眼中的“大先生”都是可亲可敬的。所谓“可亲”

是因为他们都有仁爱之心；所谓“可敬”是因为他们

都有爱国之情。“仁爱之心”使“大先生”不论在什么

环境下，都忠于教师职守，立德树人，对学生给予无

私奉献和关怀；“爱国之情”使“大先生”对党和国家

无比忠诚，把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作为终身事业，不

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欲做“大先生”，就应不断增

进爱学生、爱教育事业、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

（王新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教授，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高校师德

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 1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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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Good Teacher”to“Great Educator”: The Basic Path of Teachers’
Ethics and Virtue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Xinq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Sinc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instructions for the teachers’ethics and virtue construction, and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standard, significance and
basic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Good Teacher”and becoming“Great Educato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eth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take the important elabor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action. Based on the basic policie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eth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strengthening
it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the initiative of teachers’ethics. We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thics and
master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methods. Teachers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standards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learn from the example of“People Educator”, do“Grand Academic”and cherish“Great
Compassion”, become“Good Teacher”in the eye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strive to be“Great
Educator”for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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