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刻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为教育家精神写下自己的注脚

做理想信念的坚守者、教育价值的追寻者；做教育改革的先行
者、先进理念的践行者；做教育问题的研究者、教育思想的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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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复旦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说，在教
师节来临之际，在人民大会堂接
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自己倍感荣幸，“这是对我教师生
涯的最高肯定，我更深觉使命在
肩，因为这份荣誉将激励我继续
砥砺前行。”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科学家
等诸多身份中，赵东元最喜欢也
最自豪的称呼，仍然是“老师”。
他认为，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技创
新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对教育家精
神的弘扬，对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的建设，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重视。“我将与广大教育
战线的工作者一道，深入学习贯
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足
学科前沿开展教学科研，围绕立
德树人的本质和目的，传承正确
的知识，通过润物细无声的言传
身教，引导学生们坚定理想信
念，塑造他们独立思考和理性思
维的独立人格，激发他们‘刨根
问底’质疑和逻辑推理、大胆实
证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家国
情怀，着力造就具有国际视野和
创新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国
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

量。”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书记、研究员赵正桥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指明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未来方
向。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
德要求与自律意识对于教师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既是教师
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教育事业
发展的需要，更是塑造学生未来
的关键因素。一个具备高尚师
德的教师，会以自己对教育的忠
诚和热爱去感染和鼓励学生，用
无私的奉献和辛勤的劳作去培
育学生。“在建设教育强国的道
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弘扬教
育家精神，做适应时代要求的好
老师、大先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上海广大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
全国教育大会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必须朝着既定目标扎实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上海广大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不负使
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努力为“教育家精神”写下自己的注脚。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刘昕璐 刘晶晶

今年，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
中心小学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校长吴蓉瑾坦言，作为一
名来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心情
无比激动。她表示，要深刻把握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
志向，在教书育人、潜心办学、创新
发展中有所作为。学校也将更坚
定20年开展“情感教育”所做的探
索，技术赋能，双轮驱动。“我们用
情感教育凝聚全体师生，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中，渗透进学生身
心健康、五育融合的全方位里。”

吴蓉瑾说，今后，将继续努力
实践，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做理
想信念的坚守者、教育价值的追
寻者；做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先进
理念的践行者；做教育问题的研
究者、教育思想的贡献者。不忘
初心、不负使命，为教育强国建设
贡献力量，努力为“教育家精神”
写下自己的注脚。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教师王
文强荣获今年全国优秀教师称
号。他说，作为一名职业教育教
师，能够参与到我国职业教育的
蓬勃发展之中，深感荣幸。近年
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呈现出了新的发展

态势和气象。总书记在多个场合
强调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指出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这让王
文强意识到，每一位职教工作者
肩上的使命就是培养出更多新时
代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同时也为
我们职业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动力。”

王文强坦言，自己从一名普
通的中专生成长为金牌教练、全
国技术能手、上海工匠，得益于职
业教育这片沃土，更离不开前辈
们的悉心栽培和技艺传承。“我们
职业学校的学生，每个人都有其
独特的潜力和才华，教师的首要
任务，就是发现并激发他们，培养
他们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我的成长经历让我更加坚信，无
论是制造业的一线工人，还是新
兴产业的创新者，只要拥有精湛
的技艺和不懈的追求，都能成为
各自行业中的‘状元’。”王文强说，
这不仅需要教师提供高质量的专
业教育作支撑，更需要培养出学
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技术精益
求精的习惯。

同样获评 2024 年全国优秀
教师的顾博凯是上海市大同中学

一名历史老师，他认为，教育家精
神是每一位老师要学习的重要内
容。“对于一名普通老师来说，要
理解教育家精神，一方面要学习
先进人物，从他们身上汲取力
量，另一方面是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不断探索走出具有自己特
色的教学道路。”在顾博凯看来，
最关键的是，这条道路是无止境
的，不同的阶段，会有新的任务
和新的感悟，“就像于漪老师说
的，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
老师。只有通过自身的实践，才
能真正感悟，并且向着这个目标
前进。”

上海市光明中学思政教师赵
程斌认为，在育人的过程中，教师
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价值
观的塑造者。教师的言行举止，
无一不在悄无声息中雕琢着学生
的思想，因此教师必须要以自己
的人格品质和模范行为影响和带
动学生。“身为一名新时代的思政
课教师，要主动回应‘强国建设、教
育何为’的历史呼唤和时代要
求。真正的教育不应局限于课本
和教室，而应融入大社会的每一
个角落，更要积极引导学生把自
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国的前途命运
紧密联系起来。”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党
委书记周永丰作为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获奖代表赴京参
会，他说，早在2009年，党和国
家高瞻远瞩地制定“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旨
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学术大师。
在国家和学校持续加大的投入
和支持下，十几年来致远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同舟共济，
艰苦奋斗，致远的人才培养成
果逐步显现，一批青年学者已
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
角。

“能够在新中国成立75周
年之际参加这个教育盛会，我
感到非常荣幸也很振奋。致远
学院能够获颁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是党和国家对教育部
领导下所有全国高校拔尖基地
工作成效的阶段性肯定，也是对
交大改革发展的肯定，我们备受
鼓舞。我们也将抢抓历史新机
遇，深入探索人工智能与拔尖人
才培养融合发展新路径，进一步
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国
方案’，继续为党和国家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创新型人
才。”周永丰说。

上海大学任忠鸣教授获
评2024年“全国模范教师”，他
认为，全国教育大会进一步强
调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
质人才的重要性，“我一直工作
在冶金和材料学科研究生培养
和科研的第一线，深感创新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冶金和材料行业发展迅速，
产业规模为世界第一，技术水
平上总体已处于世界前沿，成
绩的取得与这些年来培养了
大批创新人才密不可分。“现
今，面临国外在尖端技术上的
封锁，我们只有通过自主创新
才能突破，而创新人才的培养
是基础。”

几十年来，任忠鸣带领团
队围绕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的核心部件高温叶片制造技
术，针对工程技术难题，坚持不

懈攻关，在关键技术上取得了
突破。同时将研究生的培养与
科研任务结合，与国家使命结
合，增强了学生的自豪感和攻
克难题的动力，锻炼了他们的
创新能力，在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后，迅速成长为骨干和带头
人。“今后，我将进一步发挥好
引路人、登高梯和助推者的作
用，加强青年教师和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为我国冶金和材
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绵薄之
力。”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华东理
工大学工科化学系列课程创新
教育团队负责人刘洪来教授谈
到，化学尤其是工科化学作为
一门连接基础应用、推进交叉
融合的关键学科，教育改革不
断深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课程体系，为各行各业培养
了大量化学人才。

他表示，作为工科化学教
育的一线教师，将秉持团队

“传承与创新结合，教学与科
研并举，立德与育人并重”的
育人理念，不断深化以物理化
学为枢纽的两段式工科化学
理论课程体系改革，强化实践
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助推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作出更
大的贡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徐至教授表示，作为一名高校
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肩负着双
重使命：坚定教书育人、至诚报
国的理想信念，以教育家精神
培根铸魂，躬耕教坛、乐教爱
生、甘于奉献，将教育家精神融
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坚守科技报国
初心，勇担强国建设使命，胸怀

“国之大者”，砥砺“工匠精神”，
坚持不懈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贡献智慧力量。

进一步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的‘中国方案’，继续为党和国家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创新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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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备高尚师德的教师，会以自己对教育的忠诚和热爱去感
染和鼓励学生，用无私的奉献和辛勤的劳作去培育学生。

坚定不移弘扬教育家精神
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大先生

“
”

抢抓历史新机遇
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