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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教育家精神内核统一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辅

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建设成效不仅要以自身成

长发展结果为导向，更要对其教书育人、服务管理等实

践过程全面把关，突出辅导员队伍建设质量性和发展性

的评价准则。要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推进现代技术的融

合，教育现代化内在地要求着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引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智能评价方式以提升数据分

析与反馈能力，提高评价体系的响应速度与反馈效率，

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建设进程提供坚实数

据支撑与建议供给。

一、高校教育家精神与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的关系

（一）教育家精神对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的促进作用

教育家精神是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推动力，

体现在教育理念的创新、教学方法的优化以及师生关系

的和谐上。根据《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的指引，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包括坚定教育愿景、

勇于实践创新、德育优先等关键要素。切实贯彻这些理

念，不仅能够点燃教师的职业激情，还能催化教学模式

的革新，最终实现教育品质的飞跃。比如，教育家精神

提倡学生导向型教育，旨在全面促进学生的成长与个性

发展，显著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理性基础。同时，它高

度重视教师职业素养的持续升级，鼓励教师终身学习，

自我完善，锻造出一批卓越的教育人才，为打造优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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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生态系统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二）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对教育家精神的支持作用

构建一个卓越的教育生态体系，为教育工作者的

精神追求与实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广阔的空间。根据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打造一个高水平的教

育架构，需要均衡分配教育资源，深化教育信息化进程，

这一切举措为教育家精神的弘扬构筑了坚实的基石。在

这一卓越的教育生态体系中，通过构建公正的评估框架

与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鼓励他们勇于教育

创新与教学模式革新。同时，该体系高度重视教师队伍

建设，提供多元化的培训与成长平台，以增强教师的专

业技能与教学效能。更重要的是，完备的教育资源与优

越的教学环境，为教育家精神在实际教学中的充分展现

提供了舞台。依托于这一高质量的教育生态体系，教师

能够获取更多支撑与资源，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与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中，致力于塑造有德、有才、有体、

有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真正实现以德育人、

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高校教育家精神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家精神认识不充分

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家国情怀作为驱动教育革新与进

化的关键概念，在某些高校内部尚未得到全面而深入地

理解与重视。众多教育从业者与领导者对于家国情怀的

实质与价值认知存在局限，往往将其简化为口头标语或

是表面化的要求。此种认知层面的欠缺导致在家校教育

实践环节，家国情怀难以实现有效地整合与应用，未能

充分展现其指导意义。另外，一些高等学府在推广家国

情怀的过程中，缺乏连贯性和持久性，造成师生对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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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模糊，难以在精神层面上达成共识与认同。此认知层

面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家国情怀在高校内部的全面推

行与长期发展。

（二）教育家精神实践不足

尽管高校已对高等教育家精神给予了高度的理论重

视，实践中却常常遭遇执行乏力的局面。诸多高等学府

在推动教育家精神时，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南和有效的执

行策略，从而导致精神未能实质化为教育实践。举例而

言，在教学革新、课程规划以及师资培养等领域，鲜见

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的创新尝试与深入探索。还有某些

高校过于聚焦于短期内的教育成果与绩效评估，而忽略

了对教育家精神的长远培养与实施，致使这一精神在教

学环节的运用仅停留在表面层面，未能真正融入日常教

学活动之中。这种执行力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教育家精

神在高等学府内的普及与深化，对教育品质的提升构成

了障碍。

（三）教育家精神激励机制缺乏

激励体系的缺失导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家精神

传播面临着障碍。要让教育家精神生根发芽，教师必须

展现出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无私的奉献态度，然而，当

前的激励框架往往未能有效激发教师的主动性和创新潜

能。在不少高等院校中，教师的评估与晋升标准过于侧

重于科研产出和教学成效，却轻视了对教育家精神实践

的考量与鼓励。这一倾向促使教师在追逐学术成就和职

业进步的过程中，可能不经意间忽视了教育家精神的培

育与实施。再者，由于缺乏一套全面的表彰与肯定系统，

那些在教书育人中切实体现教育家精神的教师，往往无

法得到应有的认可与支撑。此激励体系的不足，极大地

阻碍了教育家精神在高校范围内的普及与深化，对构建

卓越的教育生态环境构成了不利影响。

三、构建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的策略研究

（一）加强教育家精神的宣传与教育

铸造高质量教育生态体系，实则需依托于弘扬与培

育教育者之精神。教育者于教育领域所彰显的高尚情操、

创意思维及无私奉献的态度，乃为教育事业的灵魂所在，

亦是引领教职员工追求极致教育品质、促进学子全面发

展的关键驱动力。想要构筑高质量教育生态，势必要在

教育人员与学生间广泛倡导教育者精神，使之成为所有

教育从业者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推广路径

与形式应运而生，旨在传播教育者精神。诸如，校方可

通过校园广播系统、线上平台以及宣传板报等媒介，广

为宣扬教育者精神的典范事迹与标志性案例。同时，定

期举办以教育者精神为主题的研讨会、分享会，邀请业

界知名教育家及学者，分享其教育哲学与实践心得，使

师生得以亲身体验教育者精神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更进一步地，将教育者精神融入师资培训与学生成长教

育之中。针对教职员工，可在专业发展课程中增设教育

者精神模块，深化教师对教育者精神的理解与实践。

比如，在建设高水平教育生态系统的过程中，某一

高校以“教育家精神入校园”系列活动为切入点，大力

推广教育家精神。为此，该高校举办了多场以教育家精

神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著名教育专家讲述自己的教育

历程及感悟，以此启发师生深刻领悟教育家精神的内涵。

此外，该高校还将其纳入教师职业发展培训体系，并特

设“教育家精神模范奖”，每年表彰一批在教学工作中充

分体现教育家精神的杰出教师。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在教

师群体中树立起了一批教育家精神的典范，而且也在学

生中培育出了重视并推崇教育的文化氛围。通过各种方式

的有效传播，教育家精神得以深入人心，成为所有教育工

作者和学生共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进而为构建高质

量教育生态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基础。

（二）推动教育家精神的实践与应用

教育家精神，这一概念深刻地概括了教育工作者在

教育领域内展现出的卓越品质、革新意识与担当精神，

它是推动教育革新与进步的关键驱动力。在实际操作层

面，我们应致力于教育家精神的普及与弘扬，通过挖掘

并传播杰出教育家的典范行为与教学哲学，激励教师群

体汲取精华，以增强其职业素养与教学技艺。可以通过

策划“教育家论坛”，定期邀请著名教育家现身说法，分

享其教育实践与感悟，以此点燃教师的教育激情与创新

火花。同时，强化教师的专业成长至关重要。需构建全

面的培训体系，为教师提供持续学习的机会，以提高其

教育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可通过组织讲座、工作坊及

交流会议等多元化形式，促使教师在相互切磋中不断深

化理解与自我提升。推行“卓越教师研习室”项目，鼓

励教师构建学习共同体，集体研讨教育难题，共享实践

智慧，以实现共同精进。此外，重视教师的伦理修为不

可或缺。教育家精神之精髓，既在于专业造诣，更在于

道德风范。

例如，一所高校启动了一项名为“教育先锋行动方

案”的计划，旨在促进教育家精神的落实与拓展。这一

计划由三个关键部分组成：“教育先锋论坛”“卓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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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室”以及“教师伦理模范”表彰仪式。在“教育先

锋论坛”中，学府广邀国内教育界的佼佼者，诸如享誉

盛名的教育学者李博士，来校分享他们在教育领域的实

践经验与革新思考。李博士在论坛上深入剖析了他如何

在课堂上融合现代教育科技，以增强学生参与感与学习

成效的真实案例。他借助多媒体演示与现场互动，形象

地阐释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艺术，以此点燃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自我驱动力。这些珍贵的见解不仅极大地丰富了

听众的知识库，更鼓舞了众多教师积极寻求变革与创新

的勇气。在“卓越教师研习室”环节，学校倡导教师组

建学习小组，共同钻研教育难题，交流心得与成就。以

数学部门的一群教师为例，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专注于

提升学生数学逻辑能力的工作室。通过集体设计课程、

相互听课评课和深度教学反思，他们持续优化教学策略，

收获了显著的成果。学生们不仅数学成绩大幅提升，其

逻辑思维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该工作室的创新实践

在全校范围内得到了推广，赢得了广泛赞誉。

（三）完善教育家精神的激励机制

构建高标准的教育生态系统的核心在于培育并强化

教育家精神的激励机制。此机制旨在激励教师在教育、

研究及育人的领域持续追求卓越，进而催生出更多具备

教育家特质的杰出教师，以此来整体提升教育系统的品

质。需确立健全的评估与奖励架构。采用科学且全方位

的评估指标，对教师在教学、研究、育人等方面的综合

表现进行客观评价。对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相应的荣誉

及物质奖励，以激发其工作热忱与创新意识。比方说，

可设置“教育家精神奖”，定期评选出在教学活动中有杰

出贡献的教师，并颁发丰厚奖金及荣誉称号。提供多元

的职业发展途径。通过规划系统性的培训与进修项目，

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与教育水准。鼓励教师参与国内外

学术交流，促使他们不断学习并汲取先进教育理念与方

法，为教育事业注入新活力与动力。塑造积极的教育文

化环境。透过多样的宣传活动与推广策略，树立模范教

师的形象，培育尊崇知识、敬重教师的校园文化。

以山西省内的一所高校为案例，该学校创设了“教

育卓越贡献奖”，旨在每年甄选一批在教学、学术研究以

及学生培养方面展现卓越成就的教职员工，通过盛大的

表彰仪式予以肯定。荣获此殊荣的教育工作者，不仅能

够获取优厚的经济奖励，还能享有更多职业成长的机会，

比如优先考虑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及专业进修项

目。譬如，赵教授，一位在该校长期耕耘、经验丰富的

资深教育者，在教学质量和科研成果方面始终保持优异。

学校基于对其教学成效、科研产出及学生指导能力的全

面评估，最终决定将本年度的“教育卓越贡献奖”颁发

给他。获奖后，赵教授获邀出席一场国际性的教育论坛，

这次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还促使他与全球各

地的教育同仁建立起深厚的学术网络。返校后，他积极

推动教学模式的革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教学策略，

有效提升了教学品质。同时，学校利用校刊、校园网站

等多元化媒介，广泛报道赵教授的杰出事迹，将其塑造

为一名典范教师，此举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教职工的

工作热忱，也为校园营造了崇尚学术、尊师重道的积极

氛围。通过这一系列的激励措施优化，该学院的整体教

育水平显著提高，教师团队的教育情怀得以充分激发并

得以延续。

结语

高校教育家精神作为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的基

石，其内涵包括但不限于：坚持“人”为教育的根本，

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以及科学合理地调配教育资源。这

些举措共同作用，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教育质量，还能有

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

我们应当持续探索教育家精神的应用路径，不断推动高

校教育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升级，以此保障教育事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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