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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十九大精神的高校教师专业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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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广东 茂名 525200)

摘 要: 教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保障与智力支持，是推进教育面向未来、面向现代、面向世界的

主力军。而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优秀的青年教师，需要贯彻十九大精神，结合高校办学宗旨，诠释教师专业化成

长理念，将高校教师切实培养成拥有道德情操、理想信念、仁爱之心及扎实学识的社会主义宣讲者与主力军。通过

阐述加强我党对高校教育的领导，坚持发展高校战略，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教师管理等问题，提出打造专业化教师团

队、提升教师实践能力与科研意识、增强教师政治觉悟与核心意识的策略。
关键词: 十九大精神; 专业化; 教师成长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836( 2020) 04-0020-03

引言

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深刻

的转变，并以新时代为视角，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我

国高校在新时代背景下，不仅要肩负立德育人、人才培养的

时代使命，更要关心社会经济体系发展状况，通过教育手段，

推进社会的持续进步。而高校教师在高校战略发展过程中

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是高校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发展

的主力军，是高校实施并开展素质教育，完善并优化现代教

育体系的中坚力量。十九大报告以“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为

根本，将教育置于国家战略发展的议程中，以此突出现代教

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所拥有的关键作用，并对我国

高校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出全新要求［1］。

一、注重党对高校教育的领导，增强教师的政治觉悟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注重我党对高校教育工作的领导，需要高校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高校战略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拥护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成果。相较于其他指

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与时俱进的特点与品格，能够

伴随国家国情与时代发展，呈现出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满足

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而对我国高校教育来讲，教师的

政治觉悟与学历层次关乎着科研工作与思政教育的整体质

量。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不仅有益于提升教师

的思政素养，提高政治觉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与

原理，完善并塑造个人的价值观体系，更能促使高校教师借

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学习，成为我党执政方针的宣

讲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拥护者，进而为我国高校发展做出

贡献，为教育的美好未来书写动人的篇章。
( 二) 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

在十八大以来，我党遇水架桥，逢山开路，不断摸索新思

想，探寻新道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新时期高校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为有效加强我

党对高校教育的引领，必须要提高高校教师的政治觉悟，通

过认真贯彻十九大精神，使教师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专业化发

展与社会主义建设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党委与行政部门要

做好党政教育工作，提升对教师工作的重视程度，将加强教

师培养作为高校发展的重点工作; 其次，应通过开展与十九

代精神相关的专题会议及讲座，增强高校教师的政治素养，

促使教师实现与新思想的有效接轨。最后，应通过构建激励

机制，推进教师形成自我发展的意识与能力，进而将认真学

习并内化十九大精神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指导原则。
( 三) 提升高校教师的道德规范

职业道德是教师重要的行为准则，切实培养教师的道德

素养是提高高校教师政治觉悟的有效保障［2］。教师努力成

为道德高尚，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者是新时代下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我国高校的战略发展

与整体建设。首先，党委要积极倡导并指引教师，参与思想

建设与党建工作，促使其明确是非，努力成为爱岗敬业、道德

高尚、技术过硬的专业化教师。其次，要加大对教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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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推进教师监督工作的常态化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对

违背师德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最后，高校领导应以身作

责，通过言传身教，使教师积极参与教育工作，规范自身行

为，遵守职业规范，守住道德底线，以此推进师德养成与专业

成长。

二、明确战略发展方向，增强教师的科研实践能力

( 一) 营造科研氛围

科研能力是我国高校教师在专业化成长中应必备的基

本能力，同时也是高校教师科研素质与科研意识的集中体

现。具体包括成果表达、实践探索，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等能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作为高校发展

的主力军，存在着科研能力不够、经验欠缺、意识不足等问

题，严重阻碍我国高校的战略发展与教师专业成长。因此，

为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必须营建出良好的学术氛

围。首先，完善教师考核与评估机制，合理规划教师科研项

目与日常授课时间，明确科研与教学间的关系。不仅要科研

教学兼顾，更要规避教师的急功近利问题。其次，开拓教师

参与科研项目的途径，加大平台建设力度，发挥教师才智，调

动教师参与科研项目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最后，要对投

身教学研究的优秀青年教师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以此激活

高校的科研活力，促进教师科研素养的培养与学科建设质量

的提升。
( 二) 加强执行力培养

高校教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拥护者，应端正态

度，严格遵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逐渐形成学

以致用、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态度。要有奋斗拼搏、吃苦耐劳

的韧性与精神。首先，高校教师需要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

选择合适的专业成长目标，明确学科方向，落实科研与教学

的良性发展。其次，高校教师在明确科研方向与目标的基础

上要关注团队建设的内容与重要性，通过团队配合与协调发

展实现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突破及创新。在团队融合过程中，

高校教师不仅能够培养自身的教学与科研能力，也能利用协

同发展机制，实现自我锻炼和取长补短，促进执行力的形成。
再次，构建需求机制。美国教育学家加菲·康纳曾在相关著

作中指出，教师执行力源于自身需求与外在动力的耦合关

系，如果教师需求与职责发生偏离，将极大削减教师的执行

力。因此，党委及相关行政领导，应通过专题会议的形式帮

助教师构建符合高校制度章程的需求体系，进而使“严格遵

循制度，落实上层指示”成为教师达成需求的必备条件，以此

推进教师执行力的形成与发展。
( 三) 构建科研体系

高校教师在科研工作中，不仅需要明确科研目标，理清

教学与科研工作间的内在联系，探寻两者的平衡点，发挥自

身的优势及特点，更需要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利用行政手段为

教师科研能力的形成提供助力。首先，制定激励机制，可将

教师的科研成果与授课质量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主要标准，

并在明确教学与科研评价内容的基础上，理清两者间的辩证

关系，即教学研究成果必须在课堂教学或社会实践中得到有

效转化，并以此提升高校科研管理的严谨性与有效性，使教

师形成正确的科研理念与过硬的科研本领。其次，构建科研

管理部门。高校应通过构建科研管理部门，完善高校现有的

科研管理体系，通过行政手段，引导并指导教师将科研成果

应用到社会发展与教学活动当中。最后，注重成果转化工

作。传统的科研管理体系过于注重对科研项目的研发，而忽

视对科研成果的转化，导致部分教师“重量、轻质”。所以高

校应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工作，使教师真正感受到科研工作的

魅力，进而调动科研热情，推动高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高校教师文化涵

养

( 一)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化的发展道路与前进方向，是社会得

以健康发展与持续成长的关键。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道德

缺失与信仰迷失现状，高校应做好教师意识形态构建与思想

指导工作。首先，高校要提升教师自主学习传统文化的意

识，发掘传统文化在高校意识形态中的时代价值，促使教师

能够深刻认识到蕴含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人文精

神、思想观念，结合新时期的具体要求加以创新和外化，使我

国传统文化彰显出耀眼的时代魅力。其次，应防范意识形态

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关注青年教师的执行能力，并在操作过

程中以课程思政理念转变传统思政教育体系，使专业教师切

切实实地成为思政教师，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

目标。最后，在推进马克思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的前提

下，完善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落实核心价值观教育，挖掘

传统文化的思想与哲理，打造出具备引领力与凝聚力的意识

形态构建体系［3］。
( 二) 增强教师的文化自信

十九大报告曾明确指出，要始终坚持文化自信、制度自

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现阶段，伴随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

展，各国文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越来越强。高校教师在弘扬

并内化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形成自觉抵御并消解各种文化

冲击，提升自身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首先，针对文化冲

击问题，教师需要有充足的定力，谨防西方文化及网络思想

的侵蚀，从而失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与此同时，也要

做到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对我国社会发展有利的要积极吸

收，有害的要果断舍弃，以此在提升自身文化自信力的同时，

养成良好的文化鉴别能力。其次，文化自信是关乎文化安

全、国运兴衰、民族独立性的根本性问题。青年教师应在科

研与教学工作中重视自身文化自信力的形成与培养，不断成

为文化自信的建设者、传播者以及践行者，从而为民族复兴

埋头苦干、不懈奋斗，彰显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
最后，文化自信是我国青年教师拥护并践行“四个自信”的

必然要求，始终坚持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是对文

化自信的延伸与发展。因此，文化自信是影响最深远、最广

泛、最深厚的自信。
( 三) 增强教师的文化意识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自信的延伸，是通过文化自信而形成

的外在意识形态。高校教师在提升文化自信时，需要形成充

足的文化传承及文化弘扬意识，即将传统文化渗透到专业教

—12—



学过程中。首先，结合专业特征，明确文化内容。我国传统

文化具有深邃的历史魅力，教师在课堂授课过程中，要有意

识地运用传统文化阐述并强化专业知识，提升学生参与课堂

学习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进而在深入挖掘专业特点的

基础上，选取能够满足专业教育的文化内容。其次，加强文

化学习，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文化的汲取，只有获取丰富的

文化知识，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教师个体的文化自信。因而教

师在专业化成长过程中，必须养成探究文化知识、分析文化

理论、推进文化实践的意识，以此提升自身的文化涵养。

四、加强高校教师管理，提升高校教师的核心意识

( 一) 打造人性化管理体系

现代教育理论所提倡的理念与教师内在的思想、行为存

在显著的差异性。教师专业成长能力所表现出的弊端是高

校在开展课程改革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因此，高校行政管

理者需要肩负起指导教师成长的使命，通过人性化教学管

理，构建融洽和谐的人文环境，激发教师的创造性与积极性。
以此为青年教师群体的专业化成长提供真诚的帮助与有力

的支持。首先，适度提升教师待遇，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调

动教师参与工作的自主性。其次，教师有着自己独特的人

格，教学管理者应在具体工作中，指导教师理解不同工作所

具有的意义及关键性，使教师与行政领导间达成共识，以此

提升教师的执行力。最后，高校领导需要有宽容关爱的意

识，以宽容、豁达的心态看待教师工作，让教师逐渐形成稳固

的归属感。
( 二) 严格履行教师基本职责

为了强化高校教师的归属感，院校管理者应转变管理理

念，谋划探索，将服务作为教学管理功能定位与价值取向。
进而以院校发展为核心，以服务推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其

次，积极创新服务平台，搭建发展载体，增强服务能力，充实

服务内容，以此为教师的学习、生活做好服务。再次，调整奖

惩制度。奖惩制度是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激励条件与制约

条件，高校传统的“重惩罚，轻激励”必将导致教师积极性不

足，专业成长缓慢。因此，院校管理者需要在明确基本规章

制度的前提下，调整奖惩制度的比例，以此为青年教师营造

出轻松、舒畅的成长环境。最后，树立典范意识，高校管理者

必须通过培养优秀教师的形式，调动普通教师群体参与专业

化成长的积极性，进而以典型模范推动教师团队的有效构

建。
( 三) 帮助教师树立团队意识

青年教师是师资队伍中拥有创新潜能与开拓精神的中

坚力量，应提升教师团队合作意识，增强教师团队的向心力

与凝聚力，始终坚持协同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让教师充分

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与培养，这是新时代全面贯彻十九大

精神，推进高校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动教师身

心发展的现实诉求［4］。首先，要加强教学管理，促使理论教

学形成常态化发展格局，推动教师的学习兴趣与集体训练的

培养进程，以此增强教师的团队意识。其次，高校应与社会

形成合力，构建教师联合培育体系，在教学管理的前提下加

强合力教育。最后，帮助教师在学习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形成处理好家庭与工作关系的能力，既要拥护教育事业，也

要关心家庭。

结束语

在新时代下，高校应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从意识形态

教育、教学管理、文化教育、科研管理、团队协作等层面，提升

教师的政治素养、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进而明确专业化发展

目标，落实高校战略建设的指导方针，为民族复兴与两个一

百年目标的实现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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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are the power guarantee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y
are the main force for promoting education to the future，facing the modern and facing th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in order
to train outstanding young teachers，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
na，combine the purpose of running a university，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and effectively cultivate
college teachers into social advocates and main forces with moral temperament，ideals and beliefs，benevolence and solid knowledge．
Through expounding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our party to the higher education，adh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rategy，

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strengthening teacher management and other issues，this paper proposes the strategies of building a pro-
fessional team of teachers，improving teachers’practical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and enhancing teachers’politi-
cal awareness and cor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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