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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
和研究教育家成长规律、教育教学
规律和儿童发展规律，尤其是要研
究作为教师的自己一路走来的历
程，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自己不断成
为好老师。众所周知，求是乃创新
的基础。所谓创新，正是个体从一
定的目的出发，依据已知信息，产
生出对个体和群体而言新颖而有
价值的问题解决方案或产品的心
理特质。通过现场名师的教育故
事，我们会发现他们在不同的学
段和学科中勤奋耕耘，不断通过
勤学以求是 ，通过笃行以创新 ，
持 续 地 做 到 了 经 师 与 人 师 的 统
一，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创新
人才作出自己的贡献。由此我们
会想起践行既教文又教人的于漪
老师，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贯穿
在自己语文教学、班主任工作和
教育管理中的魏书生老师，也会
想起情境教育理论创立者李吉林
老师，以及发展出尝试教学法的
邱学华老师。他们身上都淋漓尽
致地体现了教育家精神。

在学习教育家精神的过程中，
我也深情想起我所遇到的好老师
——他们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上小
学的时候，孙守荣老师将历史课教
学与《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等文
学名著结合起来，一个个历史故事
引人入胜、至今难忘；1995 年我 16
岁，高中阶段我就选择了教师作为
终生的志业，来到了锦州师范学院
附中，成为一名公费师范生——

“高师预备班”中的“预备生”，教
我们学英语的王书纯老师在看到
同学们英语学习中常犯的错误时，
经常别出心裁地做出示例和提醒，
如有一次他用“大饼子 is hard to
啃”这个神句，让同学们牢牢地记
住：在这个句式中 to 后面要加动词
原形；这样的一个典型句式总结令
人终生难以忘怀。

本科阶段我来到辽宁师范大
学学习，遇到了更多的好老师。到
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后，何其幸
运，能够拜在林崇德老师门下，他
的豁达与勤奋，他的求是与创新激
励我更精准地定位了后续的职业
生涯；特别是林老师当年本科毕业

后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仍然十三年
如一日地在北京雅宝路中学开展
心理学追踪研究的历程，让我深切
体会到只要有志向、有成就动机，
就一定可以在逆境中绝处逢生、峰
回路转；林老师对于本土化、原创
性理论的孜孜以求和率先垂范，也
启迪我后续陆续发展出创造力的
文化金字塔模型和创新人才的六
种心智理论；他为了让我更好地发
展，在我获得北师大提前攻博资格
以后送我到德国留学。之后在德
国遇到的 Schwarzer 老师和清华博
后合作导师蔡曙山老师，他们都是
好老师的典范，对一路走来的我产
生了深刻影响。

无 论 是 一 节 课 的 重 构 与 打
磨，还是一个经典教学例子的用
心总结；一句启发学生思考的课
堂提问，或是一生从教经验的概
况 与 升 华 ，都 是 教 学 创 新 的 体
现。这样的创新，必然会对学生
的 创 新 素 养 起 到 良 好 的 培 养 作
用。学习教育家精神，尤为重要
的是进一步转变教育理念，充分
认识到学生创新素养在总体培养
目标中的重要地位。所谓启智润
心，“启智”对应的是核心素养中
关键能力的提升，“润心”指的是
核 心 素 养 体 系 中 必 备 品 格 的 培
育，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发展，
是 创 新 素 养 发 展 的 两 个 重 要 基
础。在 2022 年国家颁布的义务教
育阶段新课程标准中，多数课程
都将思维品质这样的素养作为该
课程的核心素养之一，也体现了
对启智润心重要性的强调。如果
要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

教师应该首先具备与创新相关的
核心理念、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正因如此，“创新型”这样一种特质
应该成为广大教师必备的特质之
一。与之对应，“学生的创造力是
可以培养的”这一理念，应该成为
所有学段和所有学科教师的信念。

从操作性的角度而言，如何让
创新素质、核心素养的目标在自己
的育人实践中有效落地呢？我以为
最核心的还是在立足于教学实践的
勤学与反思上。为此，我们团队专
门研制了“教学反思六步法”。这种
方法强调反思应该要做到“小而
精”，指导思想是“宁可要片面的深
刻，也不要全面的肤浅”，力求一课
一得，或一日一得，细水长流、久久
为功，将教育的生命贯通躬耕反思
的每日精进、不断实现教学实践层
面的创新。具体而言，六步法是：

首先，描述自己的教学行为
（教学的成功之处或遗憾之处）；第

二步，解释为何会有这样的教学行
为（从意向和设计两个角度）；第三
步，分析有没有更好的意向和设计
（具体设计更加优选的方案）；很明
显前三步注重的是从发现问题，到
分 析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层 层 递
进。第四步，这样的意向和设计为
什么好（与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对
照），这意味着找到恰当的科学依
据；第五步，如何将优选方案纳入
自己的教学（设计将优选方案有效
地导入实践的操作方法）；第六步，
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反思不断调节
（在实践中检验优选方案的实施效
果）。有关六步法实践操作的细节
与经典案例，已经载入 2019 年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反思能
力实训》教材里，该教材最近荣获
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二等奖。

教育家精神是为人师表者的
精神底色，首先会对教师的教育教
学理念更新产生基础性影响，会通
过教育教学设计的优化，带来教育
教学实践的创新，从而更有效地实
现启智润心的教育效果，而基于实
践的反思又会进一步加深对教育
家精神的领悟与践行。教育家精
神的六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这里我们既能感受到立功、立
德、立言的三位一体，也能体悟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
命。这个精神体系是为铸魂者铸
魂，更是为引路人引路。

▶以父母心爱学生

1995年21岁的我从榆林学院
毕业便踏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一名
初中数学老师。在乡村学校历练7
年后于2002年调入绥德实验中学
至今。从教 28 年来深得学生喜
欢。许多人问我秘诀在哪里？我
答：“爱，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班有一名学生，妈妈在他
9 个月大时离开了家，到现在为
止孩子没有喊过一声妈妈。他
因 长 期 缺 乏 母 爱 ，一 度 产 生 过
辍学的念头。我便在课堂上鼓
励他，帮他树立信心，并利用课
余 时 间 找 他 谈 心 ，给 他 辅 导 功
课，遇到节日带他改善伙食，给
他 母 亲 般 的 关 爱 。 如 今 ，他 在
绥 德 县 第 一 中 学 读 高 中 ，他 时
常对朋友说：“没有李老师就没
有我的今天。”

立德树人是我们办教育的根
本任务，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
在兹的“国之大者”，他多次勉励
教 师 要 成 为 塑 造 学 生 品 格 、品
行、品味的“大先生”。我成为母
亲后，越发感受到教育的核心在

“爱”，培养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
人尤为重要。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
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于我而
言，富有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
仁爱之心，是我最深的、永远的
情感底色！

▶师者为师亦为范

我始终坚信把课上好是教师
最崇高的师德，决定教育成败的就
是站在讲台前的那个人——老师。

在教学实践中，我潜心钻研
教材、订阅大量教学刊物，广泛
汲取营养，及时进行反思，大胆
创新教学手段。课堂上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勤思
考、多交流、敢质疑，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同时充分尊重学生个体
差异，进行差异化教学，形成自
己的“差异教学—自主性学习”
教学模式。我主持研究的省学带
专项课题《差异化教学策略实践
研究》，主张教学立足学生的个
性、能力差异，引导各个层次的
学生寻找各自的“最近发展区”，
充分激发学习内驱力，促进他们

最大限度地发展，真正体现“因
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研究成果
也得到了较好推广！

“我是老师也是母亲，希望自
己儿子的老师是什么样，我就什
么样。我是一线老师又是学校的
管理者，要求老师做到的我要做
到最好。‘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是我为师的标准。”从教 28 年，我
资助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

2021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了解到田庄中学仅有 4 名孩子。
我记得第一次走进他们教室的时
候，当时是 11 月份，他们取暖设
备只有一台电暖气，孩子们穿得
也比较单薄，我当时走到一个女
孩儿跟前摸了一下她的手，她的
手特别特别冰凉，说实话我当时
有些心酸。其间，我了解到这个
女孩小慧（化名）学习成绩优秀，
但父母离异、家庭贫困，无奈留
在了只有 4 个学生的学校！当时
我感触特别深。一周之后我就和
袁国伟老师去看望他们，送 4 个
孩子每人一件羽绒服，袁老师为
他们上了人生中的第一堂足球
课 。 2022 年 ，小 慧 已 经 九 年 级

了，面临中考，由于家庭困难，她
没有办法拥有更多的学习资源。
我就委托田庄中学的王泽栋老师
带给孩子各种学习资料。中考前
夕，我带着刘小刚老师前往学校
单独为她进行考前指导，并为她
举 办 了 一 场 特 殊 的“ 毕 业 典
礼”。其间还给孩子们送了新买
的运动服，希望他们穿着新衣服
走进考场。特别是当我鼓励小
慧：“虽然你今天坐在这里，但你
不比城市里的任何女孩儿差。”
她瞬间痛哭流涕，我们也哭了。
那一刻，我想到了张桂梅校长为
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办女子高
中。如今小慧同学以优异成绩考
上了榆林中学读高二，我会持续
关注她的成长。

▶甘做一块铺路石

从乡村 学 校 成长起来的我
对乡村教育较为关注，我多次赴
乡村学校作讲座、开展送教送培
活动。作为县新家庭教育实验
指导讲师，我多次赴乡村学校和
社区做家庭教育公益讲座，着力
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提升其育

人能力，努力唤醒家长自觉担负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
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尽绵
薄之力！

当我把生命和国家命运、师
生幸福联系在一起时，就觉得有
了坚实的后盾，充满了力量！今
年 9 月我有幸荣获“陕西省教书
育人楷模”，在 6 日的发布仪式上
我把学生马梓怡带到了发布会现
场。她也是特殊家庭的孩子，如
今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
生。8 日，孩子发我一条信息让
我泪如泉涌，她说：“老师，这次
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您这么多年一
直秉持初心，帮助那么多学生。
在我的经历中，您一直是关爱学
生、敬业负责的老师，不放弃任
何一个人。对我来说是救赎和人
生照亮路口的明灯，所以我很感
谢您也很爱您。同时看到那些被
您帮助的同学越来越好，发自心

底的感同身受。您所获得的所有
都是您值得拥有的！”记得主持
人杨芳问我：“为什么您帮扶的
学生中大部分是女生？”我回答：

“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所以非
常注重女性独立人格的培养。我
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她
们，女性也可以不受束缚地追求
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
个受教育的女性，能够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可改变三代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于我而言，“德才
兼备”是自我修养、为人师表的
前提，“学以致用”是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奋斗方向。就让我
们把“教育家精神”当成一种信
念、一种担当，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在与国家、民族、人民
同 行 奋 斗 中 ，真 正 书 写 无 愧 于
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师者荣光！

▶一、教育家精神的主体

教育家精神的主体是谁？谁
拥有教育家精神？大家可能说教
育家拥有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
是教育家的精神。事实上，长期以
来，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了一批教育
家和优秀教师，他们拥有理想信
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
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展现了中
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可见，教育
家精神不仅仅是少数“教育家”的
精神特质，而且是广大“优秀教师”
身上体现的共同精神气象。教育
家精神的主体是教育家和优秀教
师，教育家和优秀教师是教育家精
神的共同创造者和践行者。教育
家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标
签”，对于一线广大教师来说，遵循
教师成长发展之道，都有可能成为
潜在的教育家。

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
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和优
秀教师。纵观我国古今的教育家
和优秀教师，他们都具有一些共同
特征：一是理想信念坚定。教育家
和优秀教师都心怀教育报国之志，
切实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时代新人。二是教育思想引领。
教育家和优秀教师都形成了自身
独特的教育思想或教育理论、教育
理念，在教育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 三是创新教育实践。教育家
和优秀教师在教育理论指导下，积
极开展科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教育教学业绩或办学治校业绩卓
著。四是勇于担当责任。教育家和
优秀教师都是使命担当的教育人，
积极为教育决策建言献策，提供思
想养料；立己达人，促进学校发展、
学生发展，引领教育改革发展。

▶二、教育家精神的内涵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
强。毛泽东 1956 年在中共八届二
中全会上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
里头出来的。精神的力量是无穷
的。教育家精神犹如精神灯塔和
精神桥梁，是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的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是驱动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实现自我
精进、自我完善的强大力量。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
念体现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的教育报国精神。1939 年，毛泽东
为抗大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体现了教育救国理念。1978 年，邓
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
讲话提出：“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
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这体现
了科教兴国理念。2023 年 5 月，习
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
支撑。这体现了教育强国理念。
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
念，就是要心怀国之大者，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在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中
实现教育报国之志。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
操体现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的道德自律精神。“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出自《世说新语》，就是说言
行足以成为士人的法则、举世的示
范。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
德情操，就是要广大教师对于教师
职业道德的自觉和自律，恪守教师
职业道德准则，提高自身道德修
养；在教书育人具体实践中，要以
德立身、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做学
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努力做经师
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体现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
科学育人精神。《论语·述而》指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善于启
发。朱熹在《论语》注解中指出：“孔
子教人，各因其材。”即因材施教。
涵养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就是要树立正确教育理念，遵循
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让每个学生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个性发展；提升教师教书育
人能力，掌握因材施教之道，探索分
层教学、选课走班等教学方式，提升
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与正义。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
度体现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的不竭探索精神。《礼记·中庸》提
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笃行强调知行合一。

《汉书·河间献王传》提出：“修学好

古，实事求是。”求是强调追求真理
的态度和精神。陶行知指出：第一
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
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创新
开拓精神。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
新的躬耕态度，就是要践行终身学
习、知行合一的理念，遵循注重实
际、实事求是的态度，培养自身的
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担当自主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使命。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
心体现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的仁爱无私精神。孔子曰：“仁者
爱人。”陶行知辞去大学教授、教务
长职务，义无反顾地投入教育实
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实践平民教育。他对每个孩
子都充满爱心和希望，提醒教师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
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这体现了陶行知乐教爱生、奉献教
育事业的仁爱之心。勤修乐教爱
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就是要
用大爱书写教育人生，热爱教育事
业，热爱学生，以爱育爱，做既教书

又育人的教育；以教育为志业，为
教育事业奉献一生。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
求体现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的弘道养正精神。《礼记》提出“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胸怀天
下；《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即以文化人。邓小平为北
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都体
现了我国教育传统的博大精深和
教师的宏大格局。树立胸怀天下、
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就是要弘扬
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大道，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坚守“以文化人”的传统师道，
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
精神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逻辑严
密的有机整体，进一步丰富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指明了前进方向。教育家精神是中
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打上了中国

特色的烙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
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育人事业
中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精神在教
育领域与教育事业中的具体体现，
是中国广大教师职业精神和优良传
统的凝练总结，是新时代背景下强
师培育与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

▶三、教育家精神的践行

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是要求每
个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都成为教育
家，而是要求每个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都以教育家为榜样，将教育家精
神转化为实践，像教育家那样为
学、为事、为人，将“小我”升华为

“大我”，担起教育强国建设使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一是坚定信仰。心怀“国之大
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中华民族
而教、为国家而教；以教育为志业，厚
植教育情怀，终生奉献教育事业。

二是凝练教育理念。凝练教
育理念通常采取概念演绎的方式，
立足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提炼实践
性知识，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感
性认知理性化、理性认知系统化，
形成实践智慧和自身的教育理念。

三是创新教育实践。在教育理
论指导下，开展科学系统的教育教
学改革实践，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
式，形成高超的教育教学艺术和教
育管理智慧，引领教育改革发展。

四是勇于担当责任。立时代潮
头，发时代先声，为教育决策建言献
策，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弘扬人类共
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育家并不神秘，教育家是从
课堂中走出来的，是从育人中成长
起来的。每个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都要积极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教育
家精神在三秦大地落地生根，让教
育家精神照亮教育的前程，以教育
家精神培育更多“大先生”！

求是创新，启智润心
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衣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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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深情嘱托 担当育人使命
榆林市绥德实验中学 李 杰

2021 年 9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学校考察，我有幸代表学校向总书记汇报工作，也赢得了总书记的
鼓励和认可。临别之际总书记叮嘱我：“好好教书育人，把学校办好！”今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
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我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结合自己的工作谈谈我对“教育家精神”的体悟与践行。

以教育家为榜样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干部培训学院 李铁绳

在学习教育家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六个方面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覆盖了家国情怀与弘道使命、道德品质与理想人格、
职业态度与育人能力三个大的要素；“求是创新”是动力基础，“启
智润心”是本质要求，这两个方面精神的有效达成，对于其他几个
方面精神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充分肯定了广大教师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的重
要贡献，充分体现了对教育和教师的高度重视与特殊厚爱。

弘扬教育家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
争做时代“ ”大大先先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