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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教育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并站在时代高度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

新思想与观点，构成了科学完整的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部分。目前学界对于习近平教育思想的研

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不得不承认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习近平教育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继承而来的，因此剖析习近平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渊源有

利于彰显其哲学品格，更有助于把握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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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ut education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resented many creative ideas and viewpoints, which 
constitute a scientific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ducation thought. Xi Jinping Thought is 
not only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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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educational thought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but it has to be admitted that there are some li-
mitations, Xi Jinping’s educational thought is inherited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educational view 
and Marxist education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origin of Xi Jinping’s educational thought is conducive to highlighting his 
philosophical character and grasp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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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看来，学界对习近平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形成背景、逻辑理论、

践行路径等方面，这对我们了解习近平教育思想、深刻把握其中内涵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习近平

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哲学品格学界所研究的并不多。习近平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将其思想

和哲学品格孤立的研究，缺乏对哲学渊源的分析，无法彰显其深刻价值与哲学意义。深度剖析习近平教

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哲学渊源，有利于将历史继承性、实践逻辑性等相结合，在突破以往研究局限性的

基础上的同时把握思想内涵。 

2. 习近平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2.1. 国际背景 

习近平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整个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一定的政治与文化是对一定经济的反映。如

今，世界第六次科技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其中的科技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人

才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全球化的推动，各个国家间的角逐也愈演愈烈，人才与科学技术的力量

更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但我国仍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国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紧抓科技革命的时机，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创新驱动发展，这就要求引进人才，

提高教育的整体质量，为我国现代化进一步推进打下良好基础。 

2.2. 国内背景 

本习近平的教育思想随着我国的发展逐渐成熟，并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习近平成为党和国

家领导人之后，更是针对教育发表一系列深远意义的见解与论述。现如今，我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努力实现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的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现代化的推进，知识的重要性愈发显现，教育自然就承担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

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过渡为人才资源较强的国家，教育改革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断适应新形势。我

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习近平把“更好的教育”列为人民的期盼之一，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教

育观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论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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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近平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3.1. “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战略定

位。对教育价值的追求则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而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促使个人社会化，并与人类历史进

程共同发展。习近平曾指出，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也成为了是否为好老师的标准即：具备理解、

尊重、善于发现等教育品格。正如习近平所提出的那样，教育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学用

相长、知行合一”[2]。在尊重教学规律的前提下，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包容学生自身的缺点，以此

来激发学生的潜能。这些无不表现出习近平教育思想中尊重学生个体、尊重差异、促进全面发展的理念。

“以人为本”的教育本体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十分契合，这也对人才强国战略提供

了强有力保障，为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做好了标尺。 

3.2. “文化自信”的教育思想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3]这表达着，作为发

展民族文化的动力，教育事业在全社会具有不可撼动的作用。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制订了《完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使得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足以进入校园与课堂。他指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4]，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自信在教育中所要发挥的作用。而习近平认为，扎根祖国大地上建设

“双一流”大学，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是涵养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

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知名学

府”[5]。我国的教育要有新的突破与进展，从文化自信这一角度出发，培养产生激发教育发展的新动力。 

3.3. “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 

习近平十分重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问题，并将道

德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曾告诫过广大青年要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即“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

就要扣好”[6]。也在 2013 年 9 月，习近平在给全国广大教师慰问信时提出“三个牢固树立”的要求，进

一步确立新的“四有”标准，以及“四个引路人标准”的“好老师”理念。要求教育必须要把培养有道

德的人作为根本目标，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时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教

育之中，锤炼学生的品格，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与建设者。 

4. 习近平教育思想的哲学渊源 

4.1.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路线 

4.1.1. 直面教育所存在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指出，要让主观的哲学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工作，制定符合现实的方针。习近

平在看待教育的根本任务，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在教育的本质问题上，将教育看作是提升人类整

体智知的重要手段；在教育发展的趋势上，他指出教育不仅是去实现现代化，更是要去创造现代化。习

近平强调，我们必须让主观的哲学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工作方针也必须切合实际，这是我们要必须坚

定的工作方法。要在遵循唯物论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求真务实。如果只是把哲学当作符码，

而不与现实相结合，哲学就会如同“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哲学必须直面现实，进入“尘世的茜林丝

的怀抱”[7]。习近平教育思想中这种直面问题的态度，以及强调按照实际的工作方针，都体现着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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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路线的哲学渊源。 

4.1.2. 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把握事物的本质，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认

识真理、把握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新的实践丰富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8]
我们要在了解国情的基础上深度把握教育规律，对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深度认知。只有在把握规律的基

础上，遵循并运用规律，才能使教育改革更加完善。根据我国国情把握教育规律，使得教育供给侧改革

精准实施。同时习近平也强调，对党史国情进行深度分析，将其作为深化“哲学三大规律”认识的基础

性工作。我们在抓工作时，必须以求真务实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尊重教育中存在的客观规律。 

4.2. 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线 

统筹兼顾矛盾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我们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矛盾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

一。在深化教育改革中，习近平注重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从而掌握矛盾分析法。他看到教育问题中的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既看到“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这

一主要矛盾，又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教育要想平衡发展，就必须重视

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强教育协调发展。尤其要平衡贫困地区与与较发达地区

之间教育资源的平衡问题。正如习近平说的那样，“目前，教育短板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

远地区、革命老区等，尤其要加大扶持力度。少年强则中国强，中西部强则中国强”。由此可见，在习

近平教育思想上彰显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4.3. 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 

4.3.1.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习近平在谈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曾提出，教学内容应该体现人文关怀，应积极回应和化解学生在

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惑，要求学生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9]。人的主体性发展水平是衡量社

会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教育领域中，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就抓住传统教育中忽略学生主体

地位的弱点。因此在教育的出发点上，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遵循教育规律。习近平所提到的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恰好是习近平人民至上思想的体现，更是历史唯物主义路线的完美贴合。 

4.3.2. 教育发展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辩证统一 
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最高的追求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人类解放的道路是

漫长曲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实现是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相结合。习近平的教育思想正是在此理

论前提下，提出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即“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长远目标与短期目

标的结合。习近平强调，办世界水平的教育是我们应对国际竞争的根本举措[1]。以此来提高人才竞争力，

提高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竞争力。 

4.4. 尊重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自由发展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教育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基础上，强调要进行系统的学

习，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发展目标，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又要向实践学习，

做到学以致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人是现实社会的人，现实社会的条件复杂性决定了人所具有的个性。因此，习近平在教育上强调要

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尊重青少年的个性特点。并在德育教育上特别指出，要“贴近学生”“尊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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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质教育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促进每一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将个人与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相结合，做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5. 结语 

自习近平教育思想的逐渐完善，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与中国现实状况相结合，其教育思想也

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积累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也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综合国力的提高提供基础的人才

保障。 
习近平教育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基础上的，也是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

涛的教育思想的脉络，发展他们教育思想的精华。习近平教育思想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教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教育思想

中完美结合。这不但有利于将习近平教育思想打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更有利于丰富教育思想，蕴含丰富

的哲学内涵。以此来深度剖析习近平教育思想中的哲学渊源，用崭新的视野解读习近平教育思想，彰显

其历史继承性与逻辑性，在世界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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