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造就“大先生”

实现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王小力 雷利利 马晓彬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教师做的是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是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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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

时又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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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先

生”的论述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指

明了方向，是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

根本遵循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一、紧抓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造就“大

先生”

一个人在成长中遇到好老师是人生之

大幸，一所学校拥有一批好老师是学校之

荣耀，一个民族有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

民族之希望。正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当今，面对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严峻挑战、国际科技发展的

激烈竞争和国家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建

设目标，高校培养和输送大批听党话跟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比以往更高，责任比

以往更重。而高等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的基

础，是需要打造好一支名副其实的“大先

生”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清华

大学时指出：“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

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这个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因此，高校要深刻理解加强党对

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坚持用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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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先

生”的深刻内涵，构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

建设的新格局。

二、当前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持续不

断地教育培养大批传递知识、创新知识、塑

造情怀、塑造灵魂和精神活力的好教师，这

是高校教师工作的关键所在。好老师虽没

有统一模式，但好老师一定是热爱学生、悉

心育人、淡泊名利，一定是学生的贴心人、

引路人和人生导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就是“大先

生”的标准。

审视当今的教师队伍状况，问题与短

板还是比较突出的，主要包括：一是各级组

织对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的认识觉悟还亟待

提高，对总书记提出的“大先生”要求缺乏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研究实践，对教师队

伍建设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存在弱

化、虚化、僵化现象；二是教师群体坚持立

德树人、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的

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还普遍不足，将育

人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存在突出差距，

日常育人工作基本处于被动和消极状态；

三是开展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师风

教育、意识形态教育还明显不足，对争当

“四有”好老师的教育培养还多停留在一般

性号召上，缺乏具体举措和有效途径，也存

在形式主义现象；四是教师的职业发展还

存在不清晰、不充分、不平衡、不持续等问

题，教师自身成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足，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强，

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在不少领域与世界一

流比较存在较大差距；五是激励支持教师

热爱教育、拓展视野、改革创新的文化氛围

还不浓厚，教师队伍管理和服务还存在缺

乏人性化、个性化问题，管理体制机制还存

在明显短板等。这些问题反映出目前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的思想认识还不到位、改革

动力还不足、体制机制建设还缺失，直接影

响和制约了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对

此，应引起学校各级党组织、相关部门、各

级干部和广大教师的高度重视，要坚持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握好培养高校“大先

生”的内生动力和责任担当。

三、培养“大先生”的具体路径

教育培养广大教师成为“大先生”是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深化高校综合改革、推进内涵式发

展，全面推进高校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

当务之急、关键所在。

首先要全面加强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教育，在“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大问题、

大原则上有清醒认识，绝不能培养社会主

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

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

缺少中国味”的人！因此，广大教师要在坚

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有家国

情怀、勇担时代责任上为学生作表率，要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抓好课

程思政建设、专业思政建设、学科思政建

设，做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教育家，

不能仅当传授知识的教书匠。

第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通常

说，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

水。特别是今天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诸

多挑战，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途径、教

育资源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教师面临再

学习、再掌握的东西更多，知识结构的短板

问题更为突出，可以说今天的教师需要准

备几桶水或一潭水才能胜任。因此，教师

要成为“大先生”，就必须具有更加完善的

知识储备和知识更新能力，善于更新新观

念、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等，不断丰

富自己的学识，才能在学识上得到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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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和尊崇。

第三，要坚持理念更新、质量更优、能

力更强、服务更好的教师队伍建设导向，

在引导学生崇尚科学、敢于创新过程中，

教师首先要富有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改

革精神和奋斗精神。教师无论是做基础

研究，还是做技术应用研究，都要有务实

的学风与作风，要做到研究真问题，真研

究问题，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关

心关注的实际问题，才能引导学生热爱科

学，具有开阔视野和开拓创新精神，真正

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敢为人先，不畏艰

难，成为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贡献的

人。

第四，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教师要

教育和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面对学业、面对困难，具有积极学习、乐观

生活的心态，教师首先自身要热爱生活、

热爱学习、阳光生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决不能给学生讲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

一套，必须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在学

生面前无论是为学为事，还是为人都要起

到示范作用。教师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大

德，才能实现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影

响。

第五，教师必须培养提炼自身的工匠

精神，在教育教学中突破传统束缚，严格

要求自己，带头遵守师德师风，在自己的

学科领域中精耕细作，在教学方法的选择

上精雕细琢，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真正成

为一个工匠精神的践行者，使自己真正成

为广大学生的人生引路人和指导者。

第六，学校党委在具体工作中要高度

重视“大先生”教育与培养。一要牢牢把

握党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主导权，将党

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意

识形态工作与教师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学术组织都要站在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来抓教师

队伍建设，形成共识，齐抓共管，落实责

任，掌握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新理念，

剖析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的短板缺陷，使

广大教师真正把育人的担子挑起来，把育

人的责任压实压紧。二要在学校坚持正

确导向，党委教师工作部、党委组织部、党

委宣传部、人力资源部、本科生院、研究生

院、科研院等相关职能部门都应深入研究

培养“大先生”的相关政策和创新教师队

伍建设的体制机制，鼓励支持教师热爱教

学、关爱学生，构建完善激励教师教书育

人的良好环境，发挥教学名师、师德标兵、

优秀教师的模范引领作用，树立“四有”好

老师标杆和绩效考核指标，使得广大教师

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

教。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广大教师、

尊重教师、尊重一线的首创精神，打造学

校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工作体系，

构建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

体系，鼓励和保障教师群体的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优秀人

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

不断涌现的新格局。

总之，培养一代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是广大教师胸怀的“国之大

者”，广大教师要将自身职业升华为国家

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把培养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铭记于心、外化于行，

兢兢业业，矢志不渝，甘当人梯，自觉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

践者，成为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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