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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季颖

在第 39 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首次

提出并深刻阐释了教育家精神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11 月 17 日，一

场主题为“打造教育家精神的实践高

地”的研讨会在杭州市余杭区理想实

验学校举办。

本次研讨会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杭州市余杭区教育

局承办，浙江理想教育研究院、杭州市

余杭区理想实验学校协办。研讨会吸

引了来自省内外的知名教育专家、校

长、教师参加。

省教育厅副厅长汤筱疏出席本次

研讨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家精神

丰富内涵的深刻阐释，为新时代高素质

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汤筱疏指出，教师要做好教

育家精神的传承者、传播者、践行者，形

成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加鲜明的教

育特色、更加突出的创新能力，为浙江

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研讨会现场，与会者聚焦教育家精

神，在赓续浙派教育家的历史文脉中汲

取智慧，在展现浙江教育人的时代奋斗

中提炼经验，为教育家精神在之江大地

的弘扬与践行点亮一簇星火。

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作为涉农专业的教师，我对教育

家精神中的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

态度的理解是，既要敢想，又要敢于付

诸实践。”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首

批浙江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

人母昌考说。

“我以为，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

仁爱之心，是教师在孩子心中种下幸

福的种子，令孩子在幼儿园快乐成长。”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总督学冯

伟群说。

“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

的示范者，应具备学习、处世、生活、育

人的智慧。”云和县第三中学副校长钟

华燕说。

……

研讨会现场，教师们结合各自的工

作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

在强国建设的新时代，应如何理解

教育家精神？在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黄书

光看来，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在特定社

会办学或“办教育”之艰辛过程中所体

现出来的独特创造精神、开辟精神和崇

高人格精神，而教育家是时代精神的代

言人，是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是教育改革创新的探险者和引路人。

“在当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理应继

承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教育家所提倡

的创造精神、开辟精神和崇高人格精

神，并要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激发

出来的世界秩序重构、社会转型需要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急切期盼，对教育家

精神的本质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作出与

时俱进的新表述。”黄书光说。

浙江省春晖中学党委书记、校长李

培明认为，教育家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想

精神。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教师一定有

着心有大我、胸怀天下、至诚报国的人

格特质，一定有着对教育未来发展图景

的美好设想和不懈追求。教育家精神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高级状态，是教师职

业群体精神的高度升华和集中凝练。

教师的改革创新能力决定了教育质量

发展的高度。教育家精神是一种底色

和态度，是在教育工作细节中体现的素

养和境界，是所有一线教师矢志不渝的

向往和追求。

为什么要强调教育家精神？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教

育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新时代的

教育家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的继承与发展，是扎实推进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时代呼唤，是促

进我国教师队伍发展和实现教师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指南。”杭州师范大

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从

根认为，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特别

需要系统把握和全方位深刻领悟教育

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为教育家精神注入浙派元素
从中国最早传播教育理论的王国

维到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杨贤

江；从引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蔡

元培、蒋梦麟、竺可桢到推动师范教育

和中等教育发展的经亨颐；从开创近代

中国幼儿教育的陈鹤琴、张雪门、张宗

麟到致力中国教育出版与传播的张元

济、杜亚泉……浙派教育家一直用扎实

的实践行动、文化传播，引领、推动着中

国教育的发展。

研讨会上，汤筱疏表示，教育家精

神源自一代又一代人民教师躬耕讲坛、

心系国运的生动实践，浙江教育工作者

要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把教育家精神

作为职业的座右铭，把成为教育家作为

一生的理想追求，把“躬耕教坛、强国有

我”的志向和抱负落实到立德树人具体

实践中，对标教育家精神完善自身不断

进步。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教育家的时

代，也是一个能够产生教育家的时代。”

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育人综合改进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李云星认为，

当下教育正面临三大挑战：一是迈向富

强或物质丰裕时代的教育使命转换问

题；二是社会急剧变化，教育如何不成

为社会、家庭以及个体焦虑的催化剂；

三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如何教会学生

与技术相处，而不是用技术来定制、调

控、压榨学生的学习产出。

“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和数字

经济的窗口，有责任也有义务应对好这

三大挑战，展现浙江弘扬教育家精神的

历史担当。”李云星表示，当下浙江已涌

现出了陈立群、蔡小雄等一批当代教书

育人的楷模。

在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徐伟龙看来，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

区域教师队伍建设全过程，将其丰富内

涵转化为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务

实举措，培养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教育

家型名教师、教育家型名校长。近年

来，余杭区常态化坚持“余教·三心”党

建品牌引领、全覆盖上好“四新第一

课”、积极选树师德先进典型、创设多元

引领平台、完善职业培育体系……以多

种方式在全区营造教师争相践行新时

代教育家精神的良好氛围，引导全区教

师自觉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

教书育人的生动实践。

护航强国建设行稳致远，需要言为

士则、行为世范的品德高尚之师。“孩子

是未来、是希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这是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责

任。”诸暨市东和乡中心学校高级教师

竺建江说，思政课教师要有扎实前行的

脚步，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要有深厚

的理论功底。希望今后学校、家庭、社

会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思政教育走深

走实，共同培育出有正气、有责任、有担

当的时代新人。

探寻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路径
当下，浙江教育人应如何践行教育

家精神？

杭州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蔡小

雄认为，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师者要有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杭州二中通过构建“一核两域三

类”分层分项可选的课程体系，引导学

生结合自身需求选择适切课程，并联合

高校开设大学先修课程，邀请教授进校

开展讲座，满足学生多元发展和个性发

展的需求。

“面对困难与挑战，选择迎难而上、

创新发展，是一种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担

当作为。”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郑亚莉

说。她介绍，在其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院长期间，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

“一带一路”建设的扎实推进，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诸多难题。

为此，学校探索推行了“专业+语言+国

别”高职商贸类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

式，为企业培养了一批批“精专业、强外

语、融文化”的国际化应用人才。

海鲜在海里生存是常识，母昌考带

领的海水蟹养殖技术团队却提出了人

工配置海水养海鲜的大胆假设。为了

这个假设，团队跑到河南兰考、云南盐

津开展实地研究和实践，经过多年的探

索，开创了内陆盐碱水域海产品养殖新

模式，为当地村民蹚出了一条家门口的

致富路。目前该技术已推广到河南、山

东、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

在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全校教师

进行了一场长达20年的“新班级教育”

的改革实践，围绕学生发展个性化、校

本课程特色化、学习时间弹性化等开展

了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了分学段教师包

班、教师走教、学生走班等多种教学组

织形式，创新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方式，

以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如今，从城区

走向农村，崇文的改革实践也带到了位

于余杭的理想教育集团。“在教育教学

中要坚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

度。”杭州市理想教育集团总校长俞国

娣坚定地说。

钟华燕介绍，云和县第三中学的学

生80%来自农村，还有一些是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因为特殊的成长背景，这群

学生容易不自信、不阳光。她希望，通

过健美操影响和改变这群可爱淳朴的

学生，让他们自信成长，走出自己的人

生路。

最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教育家

从来不是来自象牙塔和书斋，而是来自

生动的一线教育生活；教育家从来不是

只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是来自

“国之大者”的“四有”好老师。所有躬

耕教坛的师者，都可以从心有大我、至

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从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的道德情操，从启智润心、因材施

教的育人智慧，从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的躬耕态度，从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

仁爱之心，从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

道追求出发，勤于积淀，精于反思，成为

新时代的“大先生”。

点亮教育家精神的一簇星火
——“打造教育家精神的实践高地”主题研讨会综述

全省校园读书行动经验
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11月17日，浙江

省校园读书行动经验交流会在衢州市实验学

校教育集团悦溪校区举行。来自省内百余所

中小学校的“阅读人”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如

何推进校园读书工作，助力全省中小学创新

推进课外阅读指导工作。

面向浙江全省中小学开展的2022年度

省课外阅读先进集体、省导读先进工作者

和省优秀导读员评选活动结果在现场正式

发布，共有300个课外阅读先进集体、306

名导读先进工作者和310名优秀导读员获

得表彰。

在导读典型经验交流环节，省特级教师、

衢州市实验教育集团悦溪校区校长郑亚君以

“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最美丽的童年”为主题进

行了分享。她介绍，学校始终致力于从全环

境营造、全学科融通、全感官悦读3个维度

大力推动儿童阅读。

苍南县矾山镇第一中学、长兴县龙山街

道中心幼儿园等6所学校（幼儿园），也从不

同角度分享各自学校开展阅读教育的观点、

思路和方法。

交流会上，“阅读指导案例精选”系列丛

书正式亮相。该书系汇编了浙江教育报刊总

社开展优秀导读案例评选以来的佼佼者，旨

在推动我省中小学的少儿阅读工作常态化、

精准化、项目化和内涵化。

在导读示范课环节，衢州市实验学校教

育集团悦溪校区教师池超执教示范课“走进

‘不可思议’”，现场交流导读课程设计思路和

教学实践经验，谈思考、谈观念、谈问题。随

后，省特级教师、杭州市天长小学校长楼朝辉

作了“阅读，让儿童照鉴自己”专题讲座。他

强调了阅读素养的培育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

性，未来跨学科阅读会与课程教学紧密融合，

阅读应该成为学生生活、交往的一部分。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主管主办的《中学生

天地》《小学生时代》《幼儿教育》等少儿期刊

陪伴了几代人的精神成长，已成为不少青少

年的阅读启蒙者、阅读习惯的培养者。交流

会现场，这些刊物的主编们也现身说法，围绕

“为何读”“读什么”“如何读”等维度，就阅读

教育展开深入探讨。

本次交流会由浙江教育报刊总社主办，

衢州市教育局承办，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

团悦溪校区协办。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相关

负责人参加会议。

第二届“之江教育论坛”
在杭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纯纯）11月17日至18

日，2023年第二届“之江教育论坛”在杭州市

文海中学举行。此次论坛由浙江省教育学

会、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政府主

办，杭州市钱塘区教育局、杭州发现教育研究

院承办，主题为“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突破口之杭州经验”。

近5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专家、局长、校

长齐聚一堂，聚焦杭州高品质教育，总结区域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探索区域优质教育

的结构模式。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教育学会

会长韩平表示，教育永远是区域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且非

常紧迫，要强化“共识达成”“队伍建设”“协调

发展”“教育治理”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加快

浙江教育共同发展的步伐。

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绪培认为，区域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要解决好办好家门口的学

校、激发校长和教师自身活力、真正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促进家校社和谐发展等方面的

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

查中心主任张志勇指出，在建设教育强国的

背景下，区域教育改革要有新坐标、新内涵、

新任务，要处理好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集

权与分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法治等关系。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徐继彬表示，

浙江的基础教育一直处于全国的第一方阵，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下教育强国建设

新征程上所有浙江教育人必须面对的新课

题、新挑战，本次论坛聚焦杭州一地，将区域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突破作为研讨的主题，

很有借鉴意义。

本次论坛还开展了“局长开讲”“局长圆

桌六人谈”“校长星空”等多项活动。多位局

长、校长就“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未

来学校组织形态与重构”等话题展开思维碰

撞，并向与会者分享了各自的教育实践和办

学经验。

研讨会交流发言详见本报今日第2-4版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上，省教育厅副厅长汤筱疏为发言嘉宾颁发弘扬教育家精神智库专家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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