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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系列论述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教育部直

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引导教师做“大先

生”。 

  一流的师资成就一流的大学，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

需要千千万万“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

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大连工业大学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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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有一批“大先生” 

——一论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民族之命脉。先生，教育之魂魄。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

大师来的”“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对于高校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殷切期待，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

生，要研究真问题，要坚定信念，这为新时代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

设指明了方向。 

  纵观百年，一大批红色教育家刺破黑夜，宛若星辰。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部党的历史，也是一部高等教育与党和国家

共进、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在百年前的觉醒年代，党的主要创始人陈

独秀、李大钊就任教于北京大学，领导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大学里接受先进思想，走

上革命道路，成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

重视高等教育，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

安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等，培养

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干部和各类人才，涌现了吴玉章、成仿吾等一大批

红色教育家，他们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旗帜性人物。 

  砥砺前行，广大人民教师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

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门和高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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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等教育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4.4%，新增劳动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

53.5%。高校不断严格学位授予标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学科

专业布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涌现出不少原始创新成果，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整体实力进入

世界第一方阵。现在我国有高校 2738 所、专任教师 183 万人，还有

很多聘任、兼职教师，广大教师坚守三尺讲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生动诠释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剑指一流，新时代呼唤更多“大先生”的涌现。一流大学的特色

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优秀的书记、校长带领一支优秀

的教师队伍，一流的师资成就一流的大学。“大先生”是大学精神的

缔造者、传承者、实践者，引领大学发展方向。他们以研究学问为毕

生事业，以教育学生进步为光荣职责，带动学科专业发展，形成良好

的学风，不断培养出博学敦行的学者。他们的人格品行、学术造诣，

提升了大学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可以说，“大先生”是一流大学的灵

魂，只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才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创新人才，产出高

质量的创新成果。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背景

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开创高校一流教师队伍建设新局面，为服务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高众） 

 

来源：2021 年 6 月 14 日《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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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教师应立“大先生”之志 

——二论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

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传播知识、传播思想、

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这一重要论断，为广大

教师的职业追求指明了方向，丰富了“人民教师”这一神圣职业的精

神内涵。 

  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需要拥有高尚人格。“教，上所施，

下所效也；育，养子使做善”，教师是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用自己

的道德情操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身教胜于言传，教师的一言一行

对学生都有极大的影响，学生不仅跟着教师学习知识，而且从教师身

上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一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教师

要成为“大先生”，首先要以人格魅力、模范行为树立榜样。如果教

师在金钱、名利面前把握不住自己，是非、善恶、义利等方面出现偏

差，如何担当起立德树人的责任？教师只有以德立身、以身作则，学

生才能以师为镜，因此，但凡“大先生”，必然品格高尚、行为世范。 

  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需要成为学术典范。大学的根本不

在“大”，而在“学”。一方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批学术

造诣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先生”。作为博闻广识的饱学之士，“大先

生”深耕于特定领域，是学术的领军人物，更是大学的一面旗帜，在

整合各种资源、创造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升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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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名师出高徒，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要想成为“大先生”，教师一

定要有扎实学识。拥有深厚学识和高超科研水平的教师，对教学内容

理解得更为深刻透彻，教学更容易做到深入浅出，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与成长进步。 

  做一名新时代的“大先生”，需要成为育人楷模。“三尺讲台系国

运，一生秉烛铸民魂”，教书育人是教师的使命，只注重科研而荒废

教学的人，绝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教师，更遑论成为世人景仰的“大先

生”。现在大学里不乏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们对教学有敬畏之

心，对学生的教导孜孜不倦，赢得了广大师生乃至社会各界发自内心

的尊重。同时，教师不仅要追求育人，更要善于育人，要深刻领悟教

育规律，善于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真诚、耐心、热情地

开展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培养思考问题的方式、严

谨的科研态度、刻苦的钻研精神，真真切切地把三尺讲台当作自己建

功立业的舞台。 

  从不违师德、教书育人的基本要求，到立德修身、学术精湛的优

秀教师，再到学术上炉火纯青、开宗立派，一名大学教师要成为在人

格、品德、修养等方面为人敬仰的“大先生”，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诚然，不是每名教师最终都能成为“大先生”，但每位教师都要有当

“大先生”的志向，以“大先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取乎其上,得乎

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唯有树立牢固

的理想信念，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与时俱进，不断汲取

 4



新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教育教学本领，才能既实现自身

的长远发展，又能引导学生走向更为宽广的未来。（高毅哲） 

 

来源：2021 年 6 月 15 日《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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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激励更多高校教师成为“大先生” 

——三论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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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如何

形成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如何激励更多

优秀教师成为“大先生”，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回

答的关键问题。 

  首先，高校要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平台。鹰击长空，

鱼纵大壑，一流平台才能聚集一流人才。在过去，一些留学人员选择

在海外发展，主要看重的就是平台和科研条件。而如今，我国高校现

有 154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4 个前沿科学中心、96 个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64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还有一批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

程研究中心，无疑为人才栽下了一棵棵“梧桐树”。如何引得凤凰来？

则需高校进一步突出特色优势，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投入和研发，

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以开放姿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以

此开拓一片孕育“大先生”的沃土。 

  其次，高校要改革完善教师评价制度。对教师的评价，关键看培

养人，而不是“头衔”。打破“五唯”的“紧箍咒”，一方面，要突出

质量导向、同行评价，让人才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减少论文数、

项目数、课题经费数等评价方法。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保障安心执

教、悉心指导学生的教师得到更多肯定。对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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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等突出贡献的教师，要给予特殊奖

励。只有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发现和使用人才，才能让更多“大先生”

脱颖而出。 

  再其次，高校要减轻教师不必要的负担，让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静心钻研学术。“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对弈如此，做学术更如此。“大先生”绝不是“填表教师”“报销教师”

“开会教师”。只有把相对完整自主的时间还给教师，才能让其回归

本位，深耕专属领域，走向学术领军位置从而成为“大先生”。高校

应切实增强行政事务计划性和协调性，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简化工作

流程，精简整合涉及教师的非学术性事项，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 

  此外，高校还要营造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古有百家争鸣，今日

的大学也应有兼容并蓄的环境。在把握政治方向的前提下，高校应鼓

励不同思想碰撞、不同学术争辩，努力为不同教师和学生之间交流学

术思想、拓展学术思维创造条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大先生”

的水平和境界需要久久为功。因此，大学既要敢于给青年人才压担子，

支持他们参与或牵头重大科研任务，又不能急于求成，要通过建立良

好的容错机制，鼓励教师心无旁骛地向“大先生”进发，防止学术浮

躁。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在高等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背

景下，高校应当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和推动教师队伍建设，从提供

发展平台的基础，到评价改革内涵建设，再到营造潜心治学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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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各方面皆大有可为。唯有激励更多优秀教师有志、更有机会成

为得到师生和社会认可的“大先生”、好先生，才能真正引领高等教

育打开崭新格局。（林焕新） 

 

来源：2021 年 6 月 16 日《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