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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院校教育之策，必以教师为基。教师要加强品德修养，担当“立德树人”主

责；深入教学研学，夯实“教学育人”根基，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坚定不移走院校特色内涵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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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are engineers of the human soul. The policy of college education must be based on teachers.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moral cultivation and take on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culti-
vat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deep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 one’s own quality, and firmly adhere to the de-
velopment path of characteristic connotation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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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十九大报告强调了“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二十大报告指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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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教育强国做出了重要部署。贯彻新时代教育方针，必须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内

涵式发展，是通过统筹资源、内部创新和集约高效，从而实现的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发展。内涵式发展

的基本要义是发展二字，但是这种发展是基于质量保障之上的，忽视教师能力素质的发展只能是泡沫式

的发展，难以维持生命力的长久。院校教育之策，必以教师为基，实现新时代内涵式发展道路，院校教

师能力素质提升可以从德才两方面入手[1]。 

2. 加强品德修养，担当“立德树人”主责 

我国院校教育经历了外延式、外延式与内涵式相结合的发展阶段，相比于外延式发展注重数量规模

的增加，内涵式发展更注重质量效益的提升。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通过“自主”和“内源”发展，通

过质量提升从而实现自我发展和跃升，更能体现教育的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的本质。院校教育是人才培

养的主渠道。面对教育强国的时代重任，作为一名院校教师，肩负着立德树人的光荣职责，是学员成长

成才的领路人，应当坚持育人者先受教育，先树己再树人，努力培养以下主要品德。 
(一) 坚定的政治信念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院校教师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首先要把握好政治方向[2]。一是要加

强政治引领，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成为想去从事、肯去从事、

能去从事的人，积极影响每名学生的个性形成及发展，最终成为教育内在精神力量的源泉。二是要加强

理论武装、立德修身，做到用鲜明的政治引领人，用人格的力量感染人，用真理的力量感召人，确保教

学科研不走偏、不迷航。三是要确保立德树人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事教育领域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

的牢固阵地。探索把握新时代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规律，以创新思维研究推广更加符合认知特

点的教育方式方法，有效地保证政治特别过硬，使课堂充满正能量，确保三尺讲台无杂音。 
(二) 强烈的职责意识 
教师职责体现的是其事业心和责任感。职责就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认真履职尽责，高质量完成任

务。正是对于职责的恪守，才能做好教学各阶段的每项工作。学生满意的教学效果，组织认可的工作表

现，都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精力。凭一时激情，可以干好一件小事，但要长期坚持，则需要教师的职责

意识。在教学工作的过程中，责任制、问责制、教师评价机关干部制度，均与奖惩升迁挂钩。教师应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处理个人与单位、当下与长远的利益关系，忠诚教育事业，保持高度责任感。 
(三) 高尚的师德规范 
师德兴则教育兴，育人就要以德育优先，以人为本。“为人师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

身作则”等师德规范，是教师良好品格的体现。一是教师职业具有示范性，人们将教师看作知识与品德

相结合的以身示范者。教师通过展示自己的道德风貌对学员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因此教师一定要注

意自身道德情操、理论修养、品格气质等综合素质的提升，才能激发学生学有把握、学有动力。三是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持有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的品行，无不感染着学生。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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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学活动应围绕学生展开。有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才能热爱学生，表现在对学生的全面关心、尊

重理解、公正对待和严格要求上。在授课过程中，高尚的师德往往会为课堂设计及课堂管理带来很多成

效，师生关系融洽会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四) 端正的教学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了与教学相关的一切活动能否高效完成和落实。对教师来讲，在教学过程

中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教学态度十分重要。它既决定了教师能否认真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也决定了教师

是否能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的积极性。许多老教授拥有着几十年的教龄，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

仍态度认真地对待每一堂课。每次课前都会认真核对课表、检查教案，对熟悉的教学内容认真反复地梳

理，进行新一轮的修改，特别注重知识的更新，在授课中重点突出、思维清晰、旁征博引。而这些背后

则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端正的教学态度。每一名教师都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教学任务、每一堂

课、每一名学生，读懂培养方案，读懂课程标准，重点搞清授课内容是否更新、教学对象是否变化、以

前授课中发现的问题是否改正等。 

3. 深入教学研学，夯实“教学育人”根基 

要促进教师的内涵式发展，就必须提升教师教学研学的能力。教师教学研学能力是评价师资队伍水

平的一个重要参考值，教师教学研学能力的提升过程，是师资队伍质量、教学水平、管理水平、创新能

力提升的过程。院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教师必须坚持育人先育己，围绕育人为基础搞教学。 
(一) 强化教学适应能力 
新时代我院校教育理念、管理体制、规模结构、教学对象等都发生变化，只有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将培养目标立起来，让师资队伍强起来，才能使院校这座“熔炉”真正锻造出利刃。打造专业教师队伍

紧紧扭住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全面带动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全面提高师

资队伍整体素质，以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通过打造岗位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

充分发挥岗位孵化的独特作用，最大化地提升学员能力。拥有课堂教学经验及课题研究能力的教师，也

应适应新的教学形势。要看准能够突破自己能力的路线，特别是如何加速补上自己的短板，更新课堂教

学需要[3]。 

(二) 强化教学试教 
进入新时代，对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人才质量和标准必须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而教师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运用一流的育人理念，构建一流的内容体系，发展一流的课程教

学水平。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且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不断地积累教学

经验、强化教学实践。一是要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根据各班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实施计划，抓好课

前调研、学情分析，以集体备课、试讲练教、示范教学等多种方式，优化教学设计，在课件中及时更新

最新的研究成果，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做到提前筹划课堂教学设计，提前进行教学准备，严格执行

试教。二是要加强落实教学督导制度。对教师“试讲练教”实施全程监督，分析教师教学的各个环节，

保证教师在进入课堂教学前，尽可能地优化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能力和改进教学方法。 
(三) 扩展教学研究 
将“教学育人”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胜任未来社会的能力标准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以前能胜任不等于现在能胜任，以实际需求为牵引，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新时代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

要以影响和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现实问题为导向，聚焦影响和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通过瓶颈和

短板问题的突破，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的快速提升。教师面对世界变革的新挑战，面对我国教育的调整改

革，大批创新观点和理论成果进入课堂。作为教师不仅要学习、研究和掌握基础理论，更要关注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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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一是追本求源，研读原著，真正掌握教学所涉及的概念、观点和原理，特别是引用的新概

念、新理念、新观点，更应注意对照原文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真正的掌握。二是探索原因，掌握新概

念、新观点和新理论产生的背景、原因、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三是跟踪过程，掌握新概念、新观点和

新理论的发展历程、最新动态、变化动因和发展趋势。只有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才能打下坚实的教学

理论基础[4]。 
(四) 注重学术科研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院校内涵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创新，通过创新发展不仅能够提升院

校教学和科研水平，更能提高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教师学术科研能力是院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指标，院

校不仅应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更要坚定以内涵式发展的途径来提高院校办学水平。 
科研对提高院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评价教师这两方面业绩成果，要

科学统筹，促进良性互动，把两者统一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促进部队建设之中，使之相互促进、融合

发展，不能只重教学而轻视科研。没有科研，教学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可能有教学创新。

教师应树立科研意识，把科研看作立身之本之一，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根据各自专业特点与实际需

要来确定研究方向，围绕教学搞研究，在正确理解和认识教学内容的同时，不断提出问题、解答问题，

提出对策，以研促教。 

4. 结束语 

教师的德才兼备，是院校教育之本，是内涵式发展道路必须提升的方面，也是一名合格的教师必备

品德和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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