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 年 大 计 ， 教 育 为 本 。 教 育 大 计 ， 教 师

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教育事业和教师工作高度重视，对教

师队伍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在 9

月 9 日至 10 日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教 育 是 强 国 建 设 、 民 族 复 兴 之

基。强调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

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政治

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强教师待遇保

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让教师享

有崇高社会声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

一。

慰 问 关 心 乡 村 教 师 、 民 族 教 师 、 幼 儿 教

师、职业教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等一线的广

大教师一直是全国政协的光荣传统。为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教师工作的重

要论述，特别是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9 月 10 日至 12

日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开展教师节慰问活

动。这也是自 1992 年该项活动开展以来，举行

的第 33 次教师节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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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童年，孩子们在遇到困难时，一句

“我要去找老师”似乎总是脱口而出。追忆

过往对教师的初印象，教师们巍峨、挺拔，

似乎永远值得信任和依赖的形象依然清晰。

师者的价值被清晰地刻画在每时每刻的

育人实践场中，书写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荣

光的生命里。在懵懂的孩子们心中，他们被

是一把可以永远撑在头顶上主持公平正义的

“保护伞”；在好奇心充盈的学生心中，他们

是一架可以永远支撑在脚下探索未知的“通

天梯”。

“自从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师的话就是

最有用的，‘老师说……’成了挂在孩子们

嘴边最常用的口头禅。”慰问活动路上谈及

教师工作，委员们有感而发聊到了孩子们似

乎与生俱来的对教师的敬畏之心。

即使我们已离开校园，不再是每日陪伴

在教师身边的那群学生。虽然随着生命的延

展，慢慢地我们发现自己曾经仰慕的教师也

许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并非无所不能，更

非坚不可摧，但这都不会影响教师们挺拔伟

岸的形象。

带我们认识世界、读懂生命的教师们永

远闪闪发光、值得尊敬。如 《学记》 所云，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

尊然后民知敬学。”尊敬教师是学生们步入

校园的“第一课”，也由此成为了学生身份

下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但尊师，不应只是学生的事，它还应是

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

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中国科协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尊师的问题被正式

提出，并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整

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各

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一段刻印在提

倡设立教师节提案上的文字，展示出政协数

十年来坚持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的光辉

一瞬。而在这一瞬的背后，还有诸多政协与

教师们的故事——

1981 年 11 月，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

会议上，17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

《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

的提案。

1983年 6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

上，19 位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出 《为提高

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

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

1985 年 9 月 10 日，在政协持续多年的

关注推动下，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正式得以设

立。这一年，全国各地人民热烈庆祝第一个

教师节的到来。

1992 年以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

会每年都会组织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深入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欠发达地区和基

层乡村。

……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们已然在今年迎

来了第 40个教师节。

数十年来，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 中对“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专章论

述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到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

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

见》 ……党和国家坚持把尊师重教的文化传

承、氛围营造落在实处，切实维护教师群体的

各项权益。

从提出“四有”好老师到勉励广大教师当

好四个“引路人”，从提出教师要成为“大先

生”再到强调展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始终念兹在兹，

关怀备至。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多次

深入基层学校走访慰问师生，多次致信教师赞

美师道精神，为全社会尊师重教作出了表率。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提

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强

教师待遇保障，提高中小学教师教龄津贴标

准，落实完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推进高

校薪酬制度改革。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

益，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做好教师

荣休工作。进一步加大优秀教师选树表彰和宣

传力度，让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成为最受

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 育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掷 地 有 声 ， 它 将 激 励 近

1900 万教师恪尽职守、砥砺奋进，为党和国

家培养出更多能担大任的新时代人才；它也将

指引全社会的每一位，携手赓续尊师重教的优

良传统，为教师群体的专业成长营造更加健康

和谐的氛围环境。

尊师重教让教师的光芒持续闪耀
本报记者 朱英杰

接续弘扬尊师重教之风

今 年 的 9 月 10 日 ， 是 我 国 第 40 个 教 师

节。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几十位全国政协委

员多次提交提案，呼吁要为广大教师设立一

个节日，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并倡导全

社会要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后经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于 1985 年将每年 9 月 10 日定为

我国的教师节。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

全国政协一以贯之着力实践的。33 年来，全

国 政 协 组 织 委 员 们 深 入 各 地 ， 向 乡 村 教 师 、

民族教师、幼儿教师、职业教育教师、特殊

教育教师等扎根一线、辛勤耕耘的广大一线

教师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社会各界的

关心。

慰问团亲切对话参与活动的一线教师代

表们，“我们这次来到宁夏，一方面是与教师

们一起过节，向基层的老师们学习，表达我

们对教师职业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通过这

种形式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推动

形 成 优 秀 人 才 竞 相 从 教 、 广 大 教 师 尽 展 其

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短短三天

时间内，慰问团分别前往银川市永宁县、吴

忠市、中卫市的各中小学校，与教师代表们

亲切互动交流。

“教师现在的工资待遇怎么样？”

“非教学性的事务情况多不多？”

……

在听取了来自一线教师们的真情感悟后，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陈宝生对

话基层教育工作者，“大家长期坚守在西部基

层教学岗位上，默默付出、辛勤耕耘，很高

尚、很纯粹。大家都辛苦了，谢谢你们！”

“ 全 社 会 要 大 力 弘 扬 尊 师 重 教 的 良 好 风

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桃李

芬 芳 意 ， 关 怀 暖 人 心 。 全 国 政 协 积 极 践 行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在此次慰问活动

中，号召并得到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会、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青

爱教育基金会的赞助支持。

广大教师要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云遮雾罩、微风轻拂。慰问团一行冒着

小雨，赶到此次慰问活动的第一站，永宁县

闽宁镇第二中学。

抚摸着由学生和老师们亲手描绘的贺兰

石及动手创作的以“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

题 的 铝 箔 画 作 品 ， 慰 问 团 向 学 校 教 师 嘱 咐

道，“作为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要持续做好

维护民族团结的教育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广大教师重任在肩，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工作时强调的

‘努力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的重要指示精神。”

“记得在讲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

课时，我们给学生讲述了 2023 年记者与巴勒

斯坦幸存儿童对话的故事和 1937 年抗战时期

德 国 记 者 采 访 一 名 年 轻 的 中 国 士 兵 的 故 事 。

巴勒斯坦幸存儿童的‘我们在巴勒斯坦长不

大 ’、 年 轻 中 国 士 兵 的 ‘ 我 没 有 打 算 活 到 冬

天’，让学生们真实地感受到我们不是生活在

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

家，从而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

之志……”倾听了“85 后”中学教师金玲讲

述 的 自 己 思 政 课 教 学 日 常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校长

张政文有感而发，“应高度关注思政课建设和

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同时要深刻地认识

到开展好思政教育工作需动员各学科教师共

同参与。要建设好思政课程的同时还要实践

好课程思政。”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们矢志

不渝的信念追求。”9 月 12 日，慰问团一行走

进宁夏大学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情况。宁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范映渊向慰问团介

绍，“我们在 2021 年便开始面向学生开设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政

选择性必修课。2023 年我们正式将这门课程

确认为公共必修课，随即组织了宁夏第一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

研室和党支部，可以说是配备了学院中最强

的教师队伍开设的这门课程。”

“我们西部的学校一定要沿着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同时，

基于这条主线，我们还要培养出更多能够扎根

西部、为西部发展奉献青春和汗水的优秀教师

及各行业杰出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大学

党委书记李星的话铿锵有力。

为教师专业成长搭建广阔平台

“老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发展前

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

提高自己。”

“教育数字化是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

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

针对教师的专业成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曾如是强调。围绕教师专业成长、教师权益保

障等主题，慰问团一行走进了吴忠中学的智慧

教室，现场感受了教师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开展

的一堂关于“投影”的数字化课堂。

“这样的教学方式很有必要，能让学生们更

清晰地理解所学习的事物。当然这也对教师的

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水平要求。”委员们感慨。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在今天教师

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

量。基于此，我校提出了 《教师数字素养学习

框架》。”中卫市中宁二中校长眭莉珍向慰问团

介绍，如今，学校正从“教师、教材、教法”

三个维度、“数字化课程建设、数字化教学设

计、数字化教学实施、数字化学习评价、数字

化家校协同育人、数字化学生素养培育、数字

化教研与创新”七个方面来协同提升着教师数

字化能力。

走进挂置着“网络教研促提升，云端教研

促成长”大字标语的中宁二中网络教研室，十

余名教师正围坐在一起，和大屏幕另一端的县

域内各学校、县级教研员以及邀请的指导专家

们共同开展着“如何提升学生书面表达”的主

题教研活动。“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周会开展一

次教研活动，每次 4 个小时，指导专家会通过

‘线上布置作业、远程讨论、作业回传、专家批

改 ’ 的 方 式 来 指 导 我 们 的 教 师 开 展 研 修 学

习。”眭莉珍介绍说。

“ 你 们 的 网 络 教 研 室 是 和 高 校 联 合 创 办 的

吗？”

“是的，这间教研室就是我校与西北师范大

学合作建立的‘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

……

“这种教研方式很好，我们要发挥好线上平

台 跨 越 空 间 、 跨 越 时 间 的 特 殊 优 势 ， 联 合 专

家、教研员、一线教师等各主体力量，形成大

教研的氛围，共同提升教师的教研能力。”慰问

团表示。

教育家精神为教师前行导航

教书育人，无上光荣。这是一代代坚守在

三尺讲台上的师者们一直以来的传承与信仰。

谈到身为教师的荣光，教师们语不停歇地

向慰问团分享着自己与学生们的动人故事——

“我有一名学生因为高考失利，来到职业院

校。在速录课上，我发现她在速录技能上展现

出了极强的天赋。于是我带着她几乎把所有的

课余时间都放在了训练上。后来她获得了很多

荣誉，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就此找到了人生的

方向，眼中也重新焕发了对未来的憧憬。”刚刚

被评为 2024 年度全国优秀教师的宁夏民族职业

技术学院副教授马妍说。

“以前，我的班里有一名自暴自弃的学生。

后来我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使

他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妈妈对我

说，‘谢谢老师，老师做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

事。’这句话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教育的伟大，

原来教师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未

来。”吴忠市第十中学副校长杨再明感慨。

……

“广大教师要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

想 信 念 ， 陶 冶 言 为 士 则 、 行 为 世 范 的 道 德 情

操，涵养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秉

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勤修乐教

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树立胸怀天下、

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谆 谆 教 诲 ， 殷 殷 嘱 托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于

2023 年教师节前夕致信优秀教师代表时所提出

的教育家精神被教师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及——

“在我看来，教育家精神不仅是一种信念、

一种坚持，更是担当。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要

在教育家精神的指引下，保持对教育事业的敬

畏与热爱。”在吴忠市利通区开源小学副校长林

晓洁看来，教育家精神还将不断激励自己坚守

好教师职责，为更多孩子的茁壮成长点亮希望。

“我们师资培训中心所着力实践的，就是使

名师身上的教育家精神在示范中展示、在研学

中传承、在课堂上开花结果，在教师的互助发

展中沐光远行。”吴忠市盐池县师资培训中心主

任路学会表示。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弘扬

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强

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

慰问团向教师们勉励道：“面对党中央建设

教育强国的要求和人民对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期

望，人民教师身负重任，应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努力做新时代立德树

人的‘大先生’，争取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职业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宁夏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朱英杰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第二中学，慰问团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并调研学校思政课程、艺术课程建设情况。

慰问团前往中宁县第二中学了解教师参与线上教研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