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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0日 
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 
            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9年3月18日上

午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 ，以世界发展大局的视
野，继承中华民族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
优良传统，‚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
调教育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 



 

    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先后通过讲
话、谈话、回信等方式，深刻论述了新时
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践问题，高瞻远瞩，立意深远，具有政 
治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形成了
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指明了我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新时代 担当使命责任 



 
二、牢记习近平阐释教育的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三、学习习近平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做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全国教育大会 

  重要讲话精神 

新时代 担当使命责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9年3月18日发表重要讲话                      

‚1 1 3 4 5 5 6 9 精神 
 
 

 
           
 
 
 
 
 
 
 

            



 明确 1 个‚根本任务‛ 

 围绕 1 个‚目标‛ 

 培养 3 种人才  

 好家庭体现 4 个‚一‛  

 强调 5 方面‚人‛的工作目标 

 坚决克服 5 个‚唯‛ 

 要在 6 个方面‚下功夫‛ 

 阐述 9 个‚坚持‛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培养 3 种人才  
 
创新型 
 
复合型 
 
应用型 



 好家庭体现 4 个‚一‛  

 

 建设好家庭才能成就‚第一所学校‛ 

 

 自我发展才能成为‚第一任老师‛ 

 

 以德为先才能讲好‚人生第一课‛ 

 

 养成习惯才能扣好‚第一粒扣子‛ 

 

 

 



 强调 5 方面‚人‛的工作目标   

 凝聚人心                                            

 完善人格 

 开发人力 

 培育人才 

 造福人民 

 

 

 

 



 坚决克服 5 个‚唯‛  

 唯分数 

 唯升学 

 唯文凭 

 唯论文 

 唯帽子 

 

 

 

 



要在 6 个方面‚下功夫‛ 

 要在 坚定理想信念 上下功夫 

 要在 厚植爱国主义 上下功夫 

 要在 加强品德修养 上下功夫 

 要在 增长知识见识 上下功夫 

 要在 培养奋斗精神 上下功夫 

 要在 增强综合素质 上下功夫 



站位新时代 践行新思想 

争做有本领能担当的好教师  

 



              责任与使命 

 在成就教师中 实现理想追求 

 在发展学生中 造就学校辉煌 

 在服务社会中 体验自身价值 

 在文化传承中 唤醒精神活力 

 



                     

     （一）新时代是伟大的时代 

      2018年12月18日10时，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顾

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习近平作出高度概括。 



 1 种‚伟大精神‛ 

 2 个‚关键一招‛ 

 3 次‚伟大飞跃‛ 

 3 大‚里程碑‛ 

 3 项‚充分证明‛ 

 9 大‚启示‛ 

 9 条‚宝贵经验‛ 

 10 个‚始终‛ 



                     

   （一）新时代是伟大的时代 

     

      1.‚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面貌发生前
所未有变化的伟大时代。 



                     

    （一）新时代是伟大的时代 

          3 次‚伟大飞跃‛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
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 

      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
富裕的伟大飞跃！ 



                     

    （一）新时代是伟大的时代 

            3 大‚里程碑‛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
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一）新时代是伟大的时代 

     

      2.‚新时代‛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不断增强走向成熟的伟大时代。 



                     

    （一）新时代是伟大的时代 

     

      3.‚新时代‛ 是中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高，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伟大时代。 



                     

（二）新时代是多重变革叠加的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是站在新时代的天空下，
思考未来，追问未来，主动适应和引领教
育形态、学校形态的变革。教育的新时代
是三重变革叠加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教
育革新的时代。 

      



                    

     1.国家进入新时代 

      2020年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要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
国的基础工程。思考今天的学生是现代
化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其需要具备怎样
的精神面貌、文化素质和能力水平。 

      



                    

      2.科技孕育新未来 

      信息技术、智慧社会和科技进步加
快都是对整个社会的时空关系的改变，
导致教育形态、学校形态的变革，导致
学习方式的深刻变革，进而导致教育组
织方式的重大变革。在知识、信息全连
接的世界中，学校的地位和发生作用的
机制会有本质性的变革。 

      



                     

   （三）新时代教育的定位和使命 

    1.每一个国家战略都与教育密切相关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七个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 

 



                     

    （三）新时代教育的定位和使命 

    2.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和目标需要教育
的支持       

            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
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等。 



                     

   （三）新时代教育的定位和使命 

    2.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和目标需要教育
的支持       

            十九大报告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工程。基础工程第一是基础平台，
第二必须率先实现。十九大报告把教育
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三）新时代教育的定位和使命 

    3. 教育在新时代承担着新使命 

     第一，目标更高 

     建设教育强国是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优先发展教育，才能面向新时代、赢得
新时代、领跑新时代。教育要赢得新时
代，最重要的是要有领跑新时代的能力。 

 



第二，任务更硬 

 明确 1 个‚根本任务‛ 

 围绕 1 个‚目标‛ 

 培养 3 种人才 好家庭体现 4 个‚一‛  

 强调 5 个‚人‛的工作目标 

 坚决克服 5 个‚唯‛ 

 要在 6 个方面‚下功夫‛ 

 阐述 9 个‚坚持‛ 

 



                     

 （三）新时代教育的定位和使命 

    3. 教育在新时代承担着新使命 

      第三，需求更迫切 

      我们对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
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教育
的使命神圣、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四）新时代教育的回归 

      在教育部第26次咨询会上，陈宝生
部长表示： 

   提出‚四个回归‛，即：回归常识、回
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 

 



                     

     （四）新时代教育的回归 

     

     1. 回归常识 

        教育的常识就是学生读书； 

     2. 回归本分 

        教师的本分就是教书育人； 

      



                     

   （四）新时代教育的回归 

      

     3. 回归初心 

       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 

     4. 回归梦想 

       教育梦就是报国强国梦。 

                    



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9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慰问和看望教师时 

提出了好老师的4条标准 

 

要有 理想信念 

要有 道德情操 

要有 扎实学识 

 要有 仁爱之心 



   

             期 望 
2016年09月09日 （习主席教师节寄语） 

 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 

 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二、牢记习近平阐释教育的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一）铭记‚立德树人‛十讲 

      1.好老师应该懂得，选择当老师就选
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
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
细微的教学管理之中。 

       ——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
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2.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
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
大学。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3.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
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4.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
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5.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办学就要尊重这
个规律，否则就办不好学。 

      ——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局面。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6.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
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
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
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 

       ——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7.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
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
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8.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
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
怀的人。 

       ——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9.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
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
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
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10.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
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
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
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 

    ——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的讲话 

 



  

    二、立德树人 提升人文素养 
       (二)提升人文素养 

        1.人文：人理之伦序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家庭、 社会
各个群体之间取得的健康互动; 使人类和
自然有新的和谐。集中表现是重视人、尊
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是人成为人的价
值观念。 

      人之道——社会道德规范 

 



  

       2.素养  

    《辞海》将其解释为：‚由训练和实践
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和‚平时的修养‛。   
日积月累的不断丰富发展的修养。 

     素养是后天养成的，而非天生的； 

     素养是可以培养的，是一个从低到高逐
步发展的过程，是自我选择与发展的结果，
也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过程。  

 



  

       3.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是指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
质和基本态度，是人通过对人文知识
(如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的学习与
掌握，把这种知识转化为一种能力或良
好的习惯，并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
形成的独特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操。 

 



     4. 人文素养 

      是指通过自我学习、知识传授、社会
实践等，将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
志等逐步内化为自身的人格、气质、学识
和修养，成为相对稳定的内在精神品质和
心理特征。从职业角度来说，它尤其表现
为日常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中对老师及学
生人格的尊重和成长的关心。 

     



    

     5.人文素养的结构三部分 

       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方法。 

      

      人文知识是基本组成部分，人文精神
是核心要素，人文方法是人文知识和人文
精神得以实现的手段。 



  

      提高人文素养既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迫
切需要，也是新课程改革、教师专业发展、
培养学生健康人格以及创设良好学校文化
的需要。 

     （1）人文知识 

     人文知识简单讲是指人文学科方面的知
识，包括文学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
美学知识等（文史哲美）。 



  

 （1）人文知识 

    【三教】 儒教、道教、佛教 

    【四书】《论语》《中庸》 

            《大学》 《孟子》 

    【五经】《诗经》 《尚书》 

      《礼记》 《易经》 《春秋》 

    【五行】 木、火、土、金、水 



  

    

           【古代主要节日】  

元日：正月初一，一年开始。  

上元：正月十五，张灯为戏，又叫‚灯节‛  

社日：春分前后，祭祀祈祷农事。  

清明：四月初，扫墓、祭祀。  

端午：五月初五，吃粽子，划龙舟（屈原）  



     

           【古代主要节日】  

七夕：七月初七，妇女乞巧（牛郎织女）  

中秋：八月十五，赏月，思乡  

重阳：九月初九，登高，插茱萸免灾  

冬至：又叫‚至日‛，节气的起点。  

腊日：腊月初八，喝‚腊八粥‛  

除夕：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除旧迎新 



  

【婚姻周年】 

    第1年纸婚、第2年棉婚、第3年皮革婚 

    第4年水果婚、第5年木婚、第10年铝婚
第20年瓷婚、第25年银婚、第30年珍珠婚 

    第35年珊瑚婚、    第40年红宝石婚 

     第45年蓝宝石婚、第50年金婚 

     第55年绿宝石婚、第60年钻石婚 

第70年白金婚 



  

 【五湖】鄱阳湖江西、洞庭湖湖南、 

太湖江苏、洪泽湖江苏、巢湖安徽 

    【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 

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嵩阳书院（河南嵩山） 

应天书院（河南商丘） 



     5、人文素养的结构三部分 

   （2）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核心要素        

    第一，对教师（学生）的关爱情怀。 

  教师对学生——引导加赞赏 

     珍视细微体验，鼓励小小进步 

  学生是孩子——关爱。表达尊重，流露珍视。 

  学生是正在成长中的人——宽容 

      原谅幼稚，包容错误，宽恕冒犯 



  

    5、人文素养的结构三部分 

   （2）人文精神 

    第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 

    教育的理想（灵魂、生命、阳光） 

    第三，维护教育的公平正义 

    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第四，学生为本。以学生的生存为本，
提升学生的生存质量，以学生发展为本，
使学生对教育享有参与性和选择性。 



   5、人文素养的结构三部分 

   （2）人文精神 

    第五，强烈的生命意识，做‚生命工作
者"。 

    个体生命依赖教育提高生命质量，目的
是为生命的和谐、充盈与完满。 

    生命意识三个层面： 

    学生层面——尊重每一个生命 

    教师层面——关注教师的幸福体验 

    综合层面——注重互动、注重对话 



  

     

     （3）人文方法 

      人文方法是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得以
实现的手段。 

     学习  体验  反省  实践  提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自我发展
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 



 
三、学习习近平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做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9年3月18日上
午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 



  ‚三坚持‛ ‚四为‛ ‚两培养‛ 

      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教

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
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在大中小学循
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
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 



  

   做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仁者爱人 

      培养爱心、良知、道德观念，养成心
性良善、自尊自爱、爱亲人、爱民众、爱
天地万物的品性。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颁奖典礼 

《圆中国梦 德耀中华》 

    9月26日晚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分为 

‚助人为乐‛——仁 ‚见义勇为‛——义 

‚诚实守信‛——诚 ‚敬业奉献‛——敬 

       ‚孝老爱亲‛——孝 



   

      学校培养的学生，要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整全的人格、开放的心胸和视
野、理性思考能力、反思的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 

      回到‚学做人‛是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关切的课题。   

                 

 

     

 

林建华校长致辞，97岁的北大哲学
系教授张世英作名为《做一个有
诗意的自由人》的报告。 

 

 

 



  

      

（二）自觉践行有层次 

自尊  
自爱 

仁爱 
之心 

热爱 
亲人 

热爱 
人民 

热爱 
天地 



践行5层次  

     1．仁爱之心（人皆有 不忍之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2．自尊自爱（敝帚自珍，何况自身） 

      ‚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
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 

       自爱，仁之至也； 

       自敬，礼之至也。 

  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 

         ——汉代杨雄《法言·君子》 



    3．热爱亲人（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孝经·圣治章》 



    4．热爱人民 (修己安人，推己及人) 

    仁远乎哉？吾欲仁 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5．热爱天地 （让咱们的世界充满爱）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
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三）‚心情技艺‛见功夫 

 

       中华民族优秀师德传统 

1．言传身教 为人师表 （以德为先） 

2．关爱学生 有教无类 （育人为本） 

3．不耻下问 教学相长 （引领发展） 

4．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 （能力为重） 

5．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终身学习） 



（三）‚心情技艺‛见功夫 

      

    ‚仁爱‛起航  践行核心价值观 

 
1．心         2．情 

3．技         4．艺 



1．心           

孝心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
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
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2． 情 

            

珍惜夫妻情义 夫妻恩义（入） 

    和睦邻里 搞好同事关系（出）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双赢思维 
 
  现代人际关系概括起来有六种模式 
 
（1）人输我赢 巧取豪夺 坑蒙拐骗 损人利己  单赢 
（2）人赢我输 迫于压力 委曲求全 损己利人 单赢 
（3）人赢我赢 送人玫瑰 手留余香 利人利己 双赢 
 
（4）人输我输 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 两败俱伤  双输 
（5）不输不赢 合作不成 情谊在  好聚好散  无交易 
（6）孤芳自赏 自扫门前雪  独善其身         单赢 
          
             （职业素质训练专家 宋振杰） 



  良好人际关系的六个技巧 

1．学会宽容 

2．不要嫉妒 

3．控制情绪 

4．有同理心 

5．善于赞美 

6．先要付出 



     时常记住三条 

 

遇事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不把家中的不良情绪带到办公室 

也不把工作中的不良情绪带回家 

 



   

     ３．技 

强化学习 增加研究厚度  

深度思考 确立研究方向  

立足校本 优化研究方式  

聚焦管理 活化研究路径  

传承文化 提升研究品位  

 

 

 

    



   

     4、艺    

    爱的情感 

    爱的艺术 

    爱的正确行动 

    欣赏爱的花朵 

 

 

 

    



          ‚士不可以不弘毅‛ 

     学校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场，教育是
发自内心的、充满激情的，是享受着付出的
乐趣和幸福感的 

 

愿我们   

用‚爱心和责任‛ 

谱写职业教育之歌 

 

 



http://pic.yesky.com/sucai/szwfj/shatanmo/129/42212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