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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视域下践行教育家精神的
时代意蕴

刘海燕

  摘要: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源于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发展,根植于马克思

主义实践论的守正创新,是对破解教育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就其基本向度而言,教育家精神的意蕴反映了马克

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自我生命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内在修养与外在表征的统一、理论学识

与躬耕实践的统一。就其践行理路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筑牢教师信念之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教师从教之本;增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彰显教师执教之信,培育时代“大

先生”。这就为新时代教师群体指明了奋斗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为实现教育强国提供了精神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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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命题,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方向指引。教育家精神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特有的精神结晶,也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这一精神深

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

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②。这一时代精神蕴含着鲜明的国家情怀、道德品质、育人实践、终身发展、
奉献精神和弘道担当,是教育强国目标建设下对教师队伍提出的高标准与高要求,也是新时代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的精神动能。这一精神既强调政治性又强调道德性,既强调理论性又强调实践性,既强调对学

生的仁爱又强调对天下的情怀,为新时代教师群体指明了奋斗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越是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越要充分发挥教育家精神的作用,越要培育时代的“大先生”。已有研究从理论

逻辑、形成机理、价值意蕴、时代特征及弘扬路径等不同角度对教育家精神进行阐释,或是从教育家精神引领

教师队伍建设展开论述,探索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注重从“两个结合”的角度探索教育家精神的生

成逻辑、基本向度及践行理路,为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和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文化及学理支撑。
一 “两个结合”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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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光明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习近平对教育家精神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中国教育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守正创新以及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弘扬,为新时代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

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理论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时代结晶,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特性。
(一)教育家精神源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提出以“仁”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以“礼”作为社会道德原则的总体框架。“仁、
义、礼、智、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是指儒家提出的作为社会中的人为了自身完善和社会文明,而
应该具有的五种基本德性及道德实践准则。“五常”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高度凝练了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内在意蕴与基本精神,而传统师德是教师在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与行

为准则的总括。教育家精神系统阐释了优秀教师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和专业素养,是对中国传

统五常伦理道德的传承发展。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倡导做人的五种基本美德,其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成为社会的伦理原则和

行为规范,同时也是传统教师应坚守的精神动能。其中,“仁”体现多方面的伦理价值,核心即“爱人”。“樊迟

问仁,子曰爱人”①。孔子也指出,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②。“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

这种情感的外在表现。“仁”是师德之核心,体现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以及对学生无私的关怀,达至敬

业爱生的崇高精神,印证了教育家要拥有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义”作为规范人们行为、调节人

际关系的道德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孔子对义给予特别重视,提出“君子义以为上”③。孟子更是将

“义”作为评判是非对错的重要标准,提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

泰”④。职是之故,“天下”可为大利。其内涵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对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起到

了重要的指引作用。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主体,对“义”有着坚定的信念。此外,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职

业,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自身“社会人”的身份,这就引导优秀教育家要有心有大我、至
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礼”是儒家文化的突出精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
个人修身成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⑤“不学礼,无以立”⑥。孔子提出礼是实现仁的条件,希望人们不断践行

道德规范,逐步达到仁的境界。荀子也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⑦可见,“礼”是
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和模范,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的行为表现。这

就要求教师要注重自己的道德行为与准则,做到言为士行、行为世范。“信”既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又是

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价值标

准和基本美德,是做人最基本的规范,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因而,优秀教师应崇尚“礼”之风和“信”之念,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形成言为士行、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智”,基本含义为智慧、聪明。孟轲认

为:“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⑧将智慧比作技巧,
圣德比作力量,强调兼顾智慧与德行。在传统伦理中,“智”作为实现最高道德原则“仁”的重要条件,可以分

为五个步骤,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教师,更要有“智”,“应具有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潜心治学

的科学精神以及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的问道实学精神”⑨。可以说,教育家精神正是对中国传统五常伦理道

德的传承赓续与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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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4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7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6页。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1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8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2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页。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41页。
刘海燕《教育家精神的时代意蕴与践行理路》,《教育研究》2023年第12期,第125页。



(二)教育家精神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守正创新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阐发当代中国

教育事业和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新理念,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奠定了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更是将其转化为一种主体的行动自觉与理论自信。各级教育工作者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坚定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恪守教师职业道德,彰显独特的育人智慧,追求学养的不断提升与创新,发
扬仁爱之心,引导学生守正道、求真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最终达成向善的教育目标。

马克思认为,精神是社会的产物,他把自我意识作为劳动实践的一个环节,更加强调客观世界的决定性

作用,认为精神的生成并非一个单纯的理性客观化的抽象思辨过程,人在客观世界通过具体劳动实践而获得

的生命体悟也不可或缺。教育家精神即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立起的主观精神世界。马克思指

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决定力量。正如马克

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②在教育事业中,可以

理解为,教育工作者通过提高自身的认知,扎根于教育实践活动中,进而提升人对客观世界的体悟。正如雅

斯贝尔斯所言,“教育即生成”③,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因而,教育家是有学识、有思想,拥有勤学笃行、求是

创新的躬耕态度,且是高尚师德品格的集大成者,有着言为士行、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能够对学生进行人格

上的积极引导。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家精神要求教育家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锤炼思想认识,要有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表现出一种集体的理想人格。这种精神特质体现在教育家的精神本体与对

象客体的契合,道德规范与行为规约的统一,理论知识与实践行为的互动中。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发展创新,基于教育家对教育事业充分认识的基础

上,形成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无私的仁爱之心、积极的躬耕态度,并致力于教育实践,改变教

育世界,凝练卓越的育人智慧和执着的弘道追求。
(三)教育家精神回应破解教育现实问题的时代呼唤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④教育家精神作为中国

特有的时代产物,应适应我国特有的社会发展实际与新时代教育转型的时代呼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还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共同造就教育家的光辉

典范。
其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需要教育家精神的驱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着力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不断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期许,使其对教育获得满足感。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

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⑤这一重要理念反映了人

民对教育的高需求,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价值旨归,需要教育家精神的驱动⑥。面对崇高的时代使命,广
大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将自身追求与国家命运、人民福祉和教育发展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教育家精神的

生成。
其二,优化师德师风需要教育家精神的滋养。“师德师风是教师职业操守的评价标准,

 

也是划定教师行

为边界的基本依据”⑦。教育家精神作为优秀教师的精神标识,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精神指引和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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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版,第501页。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4页。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页。
卡·马克思《集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

203页。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岳潇、卢黎歌《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与弘扬路径》,《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1期,第41页。
马怀德《教师的职业操守与行为边界》,《教育研究》2022年第10期,第44页。



其三,教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教育家精神的深层引领与价值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
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①三者之中,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可以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能,为新时代迈向中国式

现代化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其四,丰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离不开教育家精神这一财富。以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构筑的多元

精神谱系,呈现出动态化、持续化与开放化的特质。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伟大

精神财富,是支撑教育家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的精神动力。教育家在时代发展中发掘优秀文化

基因,凝聚精神内核,服务新时代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形成独特的中国精神。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有助

于丰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进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二 “两个结合”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基本向度

教育家精神的提出,形成了习近平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完整体系要求,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高度

重视、对教师群体的特殊厚爱,充分彰显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使命。教育家精神阐释了优秀

教师应具备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

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奋斗标准和追寻目标。
(一)自我生命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无论是教“天地”还是教“人事”,最终都要落脚在“生命自觉”的培育上,这就要求教

育遵循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即“道”。教师作为教育活动中的重要实施者,要不断追求自我生命的成长,以自

我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来适应社会对自身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教师要具备自身发展的自觉,进而实现社会

价值,做到自我生命与社会价值相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②作为时代新人的主要培育

塑造者,教师应有胸怀天下的大我精神,这一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集体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

结合。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

考验的精神支柱”③。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

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④这就高度地概括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

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上对工人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整体利益

而表现出来的英勇献身精神的概括和提炼,是一种强调个人应当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从属于民族、阶
级、国家利益的理论和精神,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集体观帮助

人民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而教育作为社会事业,要服务于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在教育中就要求教

师要坚定国家理想信念,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他们要有个体与国家理性

相统一的爱国精神,始终坚持爱党、爱国,将服务党、国家和人民作为自身的职业追求,以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和民族振兴,进而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贯穿几千年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华民族由于家族

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传统,熏陶出群体主义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个体服务于家族、群体的和

谐相处的价值取向,进而发展到个体、家庭、群体要兼顾整个国家的利益的价值观。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

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⑤习近平曾借用《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

8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21页。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2012年11月17日),《求是》2012年第23期,第8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3版,第199页。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8页。



民,在止于至善”①来阐释教师的社会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与国经常相提并论,所谓“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警示教育者时刻牢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到了近代,陶行知、张伯苓、林砺儒、马
相伯、张焕纶、舒新城、梁漱溟、晏阳初等一大批教育家饱含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以改造社会、救亡图存为根

本,积极投入教育救国的事业中。进入新时代,教师更应该突出家国情怀、民族情怀,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具备

时代精神、国际格局、世界视野的“大我”之人。尽管随着历史的演进,家、国、天下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教育

者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得到了赓续传承。虽然界定教育家精神的标准不同,“但制度、历史、民族、文化甚至

家庭都是对教育家精神具体化和现象化,共同的家国范畴、民族范围、制度形式以及文化民俗、家庭社会结构

中必然会孕育出相对共有的教育家精神”②。因而,新时代教师要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将自身的职

业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以心有大我、胸怀天下的爱国情怀投入教育,强化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

责任。梁启超说:“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③马克思主义集体观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相结合,共同铸就教育家追求自我生命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精神,以筑牢“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的理想信念”以及“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的教育家精神,凸显了教育家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深

厚的家国情怀。
(二)内在修养与外在表征的统一

教师不仅承担着传播知识与真理的本职任务,还肩负着塑造灵魂与生命的特殊使命。这一神圣的使命

和重任,就决定了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内在修养。道德情操,是教育家践行教育使命的重要品质。此

外,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本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尊重、爱护学生,以身立教,为人师表,以自己的真实内

心面对学生,以自身行动展现自己的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与“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

爱之心,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传统师道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正体现了教师的仁爱之心,其主要内容包括尊重人、关心人和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其中人是现实的与具体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

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 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

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这就意味着只有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人的主体

地位才得以彰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多样化的,是多方面的。只有多样化、多方面的需要才不会压

抑人的合理欲望,才不会扭曲人的本性,才能将人提高到更高的境界,才能推动人成为全面自由的人。马克

思主义人本思想体现了把人作为社会发展最高目的的价值追求,为教育工作确立了明确的价值理念定位。
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现实性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把人放在社会主体的地位上。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提

出:“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⑤这就体现出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的重要理念,同时也要

求教师以学生为本,关心与爱护学生。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德跟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常说的仁德之心,德是内在的修养,所以《大学》里

说明明德以修身;仁是外在的表现,体现出对他人的仁爱之心。言为士行、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以及“乐教爱

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这一教育家精神,彰显了教育家高尚的内在修养和真诚的仁爱之心。教育家的这

一内德与外仁相统一的至善精神,引领教师既要注重个人内在涵养的提升,也要表现为对学生的关心仁爱。
我国古代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均是一种道德教育,教育家以教人如何做人和如何成人为本,重视以身垂范。孔

子主张教师应做到“身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⑥。扬雄《法言》中云:“师者,人之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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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这些都强调教师作为学生的指引者,要有高尚的品行。同时,热爱学生,为人师表,是践行教师道德规

范的具体表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博爱之心均是教育家内在的规定性。孔子提出理想的统治者应克己复

礼,对天下人民给予仁爱,兼济苍生,对于教育也该如此。他提出了“仁爱”的思想,注重仁者爱人,指出“君子

学道则爱人”②,同时将是否博施于民、是否爱民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根本准则。陶行知曾亲笔书写“爱满天

下”的格言,并终生践履。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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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职是之故,教育家精神蕴含着内在修养与

外在表征相统一的至善精神。
(三)理论学识与躬耕实践的统一

教师的发展需要形而上的理论学识,也需要躬耕实践的操作,更需要将理论知识与扎根实践的双向互

动。践行教育家精神,教师既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教学实践的躬耕态度,实现知行合一,做理论

学识与躬耕实践相统一的智者之师。这一精神内涵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知行

合一相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提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④

他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对客观事物进行深入了解。实践也是验证理论真实性和正确

性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马克思主义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认为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与提高,而实践则是检验

理论的有效性与正确性的标准。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导。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从先秦到明清,“学以致用”被历代圣贤所推崇。孔子提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⑤墨子也强调践行,“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⑥。他们均把实践看作是根本,注重言行一致,
学行统一。朱熹、王阳明、王夫之还就“知”与“行”的关系提出系统的理论,这些均看出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视

践行,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教育中要求教师既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注重实践能

力的培养。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这一精神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专业学识。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所需的人才标准也在不断提升,教育工作者需要终身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并勇于创新,成为智

者之师。其一,教育家要有学而不厌与孜孜不倦的问道精神。教师的专业身份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扎实的学

识,掌握专业的知识,做启智增慧的传道者。2014年教师节前一天,习近平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指

出,“做好老师,要有扎实的学识”⑦。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社会需要具备灵活性、自主性、创新性、合作能力

的高素质人才,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具有终身学习理念,以持续更新教育教学观

念、知识与技能,要积极主动学习数字技术,创新教育方式,深耕专业领域,自如应对不断出现的教育新问题

和新挑战,把握社会发展所赋予的教育新机遇,促进自身与学生的成长。其二,教育家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
创新精神是现代社会对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优秀教师提出的重要要求。陶行知曾对现代第一流教育家的两大

特点进行论述: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⑧。教师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推动力

量,要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化教育贡献力量。“启
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则彰显了教育家精神的传承性与实践性。教师在拥有丰富、扎实的理论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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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应注重知识的传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①,教育家精神的真正弘扬,需要落实在每一位教师的

教育教学实践中。教育既要培根铸魂,也要启智润心,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给予精心的培养。两千多年前的

孔子在教学中践行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例如在其众多弟子中,在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个方面都有出众

之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②。正如

程颐所言,“孔子教人,各因其材”③。在注重因材施教的基础上,教师在实践中注重全体学生水平的提高。
教育家刘佛年提出:“一个教师,如果接受了一个成绩差的班级的教学任务,不是埋怨学生不争气,自己运气

不好,而是准备尽最大努力去提高全体学生的水平,实现大面积丰收,只要他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态度,
他就有了胜利的把握。”④因而,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应坚定内心的“自觉—自信—自强”,自觉加强理论专

业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学识水平,并将其践行到具体的教育教学中,充分考虑学生兴趣及潜力,凸显

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
三 “两个结合”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践行理路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教师队伍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教育家精神的提出,指向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全体

教师。在未来教师队伍建设中,在“两个结合”的理念指引下,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抓教师队伍工作的高位认

识、政策举措、务实行动,使每一位教师在各自领域“素其位而行”,并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思想自信与行动自

觉,使其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追求。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筑牢教师信念的思想基石

思想作为行动的基础,传承与弘扬教育家精神必须加强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思想根基。教育家精

神的践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对教育家精神的深度阐释和全面宣传,更重要的是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为每个教

师的内心准绳。“两个结合”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性与文化道路的自信心,要求教师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坚定理想信念。
教师作为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路者,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教育教学的根本导向,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筑牢其信念之基。在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世

界,教师应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杜绝发表反马克思主义、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言论。为此,践行教育家精神首先要加强对教育家精神的阐释与宣讲。2024年2月,教育部

举行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组成宣讲团,对教育家精神进行巡回报告,加强各级教师对教育家

精神的深刻理解,并在实践中不断践行教育家精神。首先,各级各类学校或结合教育家精神进行主题学习,
阐述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或邀请专家进校阐释教育家精神,使其精神理念入心入脑,包括师德修养、学科知

识、专业知识、教师发展、能力提升和实践运用等模块,采取专家报告、专题讲座、现场教学、实践研修和交流

研讨等形式。其次,各培养单位要在历史感悟中增强理想信念,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理论意蕴,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而保证“两个结合”始终发挥正确的导向性。再次,各级单位应有针对

性地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其中形成典

型,引领教师筑牢思想根基,聚力铸魂育人。
(二)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教师从教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转化和创新的过程。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变”与“变”的统一。其中,“不变”的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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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根本特质与内在精神,及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它们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根与魂。
同时,“变”是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一定社会的文化作为一定经济政治的反映,必然随着社会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践行教育家精神应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真理之光,激活

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是我国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践行教育家精神应不断促进传统师

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而夯实教师的从教之本。其一,将党史学习教育、“四史”教育和师德专题

教育一体推进、贯通融合,通过对历史上典型教育家故事的宣传,如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等古代

以“仁”、“礼”为主的根本师道精神;近代陶行知、张伯苓、林砺儒、马相伯、张焕纶、舒新城、梁漱溟、晏阳初等

大家饱含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当代于漪、吕型伟、李吉林、顾泠沅、魏书生、李保国、黄大年、张桂梅等为代表

的优秀楷模所展现的家国情怀、理想信念、高尚品格、实践智慧、爱生之心和弘道追求。其二,在具体的教育

教学活动中,要对传统优秀教育理念进行继承与创新。优秀的教师除具有高尚道德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外,还
要有精湛的专业学识和智慧的育人方式。传统文化中有诸多值得我们传承弘扬的育人智慧,如传统儒家提

倡的“因材施教”和道家主张的“自然无为”理念,重视以人的本性为教育逻辑起点,凸显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印证了教育家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新时代践行教育家精神,要以马克思教

育观为理论指导,着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增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彰显教师理念的时代精神

传承和弘扬教育家精神,应坚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创新之路。“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重大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在此基础上,要注重文化的交流互鉴。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教育实验探索,是教育家们引以自豪的价值共识”②。有创造性的教育家往往是融

通中西,将中国的智慧与西方的理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教育领域的互动,竞争与合作并存。在世

界文化交流互鉴中,教育家精神拓展了教育的发展空间,既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也有利于实现世界文

明间的和谐共生。未来践行教育家精神,应将其纳入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搭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与交

流平台,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本国文化的深入挖掘,也要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互

鉴,吸收各国的优秀成果。一方面优化内容供给,凝练教育家精神蕴含的优秀价值,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出台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意见,有的省份已出台相关意见,如陕西省印发弘扬教育家精神

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意见》。国家层面和其他各省份也应出台相应意见,弘扬教育家精神,不仅要让世

界知道中华传统师道文化,也要让世界体会到中华传统师道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要用中国特有的话语向

国人、世界说明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内在意蕴,展示中国优秀教育家所体现出的思想力量与精神动能。另

一方面,拓宽传播平台渠道,增强教育家精神的国际传播实效。通过电视、广播、期刊、报纸、各大官方网站等

媒体宣传平台,充分凸显优秀教师道德高尚、爱岗敬业、求是创新、甘于奉献的光辉形象。如此讲好中国教育

家精神的故事,强化榜样示范效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此外,还要利用数字技术如视频、音频、

AR、VR、3D展示教育家身上的伟力,或采取文学、音乐、美术或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各种多媒体载体弘扬

教育家精神,推动合作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并积极向世界借鉴优秀成果,进而增强教师的从教自觉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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