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熔铸师范底色 发挥典范作用
□李树林

今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致

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勉励广大教

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

家精神。师范类大学是我国教师教

育事业的引领者和示范者，肩负着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建设教育

强国培养“四有”好老师的历史使命

和时代重托。

健全教师教育体系，熔铸师范

底色。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

系是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教师队伍建设

的重要性。他在考察北京师范大

学时提出“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

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

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

基础工作来抓”。师范类大学是建

设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实施

主体和核心力量。师范类大学要

把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作为学校各

项工作的重点来抓，建立健全教师

教育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课

程体系、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坚

守教师培养的主阵地和高地，大力

弘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

信念”的教育家精神，为建设教育

强国培养更多优秀教师。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发挥典

范作用。强教必先强师。教师是立

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教育发展的第

一资源。师者，人之模范也。师范

类大学的教师作为培养高素质教师

队伍的主力军，要不断提高教学能

力、科研能力、育人能力，积极学习

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教育家精

神，努力做“经师”和“人师”相统一

的“大先生”，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

作用，引导师范生坚定理想信念、陶

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勤修仁

爱之心，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

教书育人。

强化思政课建设，弘扬教育家

精神。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更是大力弘扬教

育家精神的根本途径。办好思政

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师范类大学要做到课程思政与

师范生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将教

育家精神融入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大力弘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

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

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

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

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

求”的教育家精神。引导师范生以

教育家为榜样，学习教育家铁肩担

道义的精神，知责于心，担责于身，

履责于行，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力弘扬教育家

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使命，使师范生树立“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自信自

强、踔厉奋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建设尊师重教校风，营造良好

风尚。重教尚学是中华民族世代传

承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内在动力。尊师重教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提高教

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

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

一，支持和吸引优秀人才热心从教、

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师

范类大学要加强建设尊师重教的校

风，通过多形式、多途径、多方式，大

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

品德，强化教师的使命感、荣誉感和

责任感，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

和令人羡慕的职业，吸引和稳定更

多优秀人才从教，为加快实现教育

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师

范类大学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要大力学习并践行教

育家精神，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

尚，为广大教师安心工作、潜心教学

创造更好条件，竭尽全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师范教育。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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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
作部署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史辛） 10月20日，

教育部在京召开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

工作部署推进会，教育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总督学王嘉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

学教育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站

在国家民族兴旺发达、党的事业后继

有人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对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教育强

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关

键作用。

会议强调，科学教育工作涉及面

广、系统性强、挑战性大，总体基础薄

弱。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印

发以来，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采取有

效措施、推进任务落实、解决突出问

题，推动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但距离党

中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差距。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升政治站位，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

化为履职担当实际行动；聚焦教育教学

全过程，推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师资

培养等环节质量全面提升，夯实科学教

育主阵地；发挥各行各业积极作用，强

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构建科学教育新体

系；运用创新思维破解难题，打造试点

改革高地、建设数字教育平台、强化区

域协同发展，凝聚科学教育新动能。

全国中小学持续深入开
展“学习新思想，做好接
班人”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史辛） 近日，教育

部、人民日报社、全国少工委印发通

知，决定在全国中小学校持续深入开

展“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活

动，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通知明确，活动包含两项主要内

容。一是开展“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

人”主题阅读活动，开设“学习二十大

拥抱新时代”专栏，重点阐述党的二十

大精神，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及内涵，宣

传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巨大变化；开

设“习爷爷的时政活动”专栏，全面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活动和重要讲

话精神，将重大主题生动化，通过时政

教育帮助中小学生了解国家大事，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开设“跟

着习爷爷学用典”专栏，采用故事、图

解、举例等形式，讲解和阐释习近平总

书记用过的典故、名句，让中小学生跟

着习近平总书记学用典，学习理解典故

的深刻内涵；开设“跟着习爷爷学党史”

专栏，采用动漫专题片等形式推出《跟

着总书记学党史》，以一桩桩、一件件党

史故事回顾我党在百年风雨中的奋进

历程与宝贵精神，让更多青少年牢记革

命历史的峥嵘岁月，感受血与火的精神

洗礼；开设“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专栏，诠释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培

育总结的伟大精神，反映中国从满目疮

痍、山河破碎走向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的历史进程，引导中小学生接受党史教

育，增强进取精神，锻造坚强意志。二

是开展“我们的新时代”主题展示活动，

开设“我们的新时代”专栏，通过学生参

与主题短视频配音、旁白以及文章朗读

等形式，集中展示各地中小学生学习感

悟和收获体会，引导学生“在参与中学

习，在学习中参与”，不断增强活动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将主题活

动纳入日常教育教学和校园文化，结

合中小学生特点和认知规律，通过国

旗下讲话、主题班队会、少先队活动

课、专题演讲、校园广播等多种形式，

深入开展学习活动。人民日报社新媒

体平台、教育部有关媒体将对各地典

型经验做法进行展示交流、宣传报道，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新闻专递

□史文魁 □本报记者 李 鹏

放权增活力 赋能促发展
——山西省“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观察

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东风小学是

当地一所县直小学。近年来，由于教

师年龄结构偏大，离退休教师扎堆，

加之生育政策放宽，孕期、哺乳期女

教师较多，教师缺编严重，校长为此

很发愁。

几乎在同时，山西省孝义市第六

中学的数学教师高艳花也在犯愁。

她从 2009 年起就再也没有机会参与

高级职称评定，因为学校的高级职称

指标早已满额，想晋升职称只能苦苦

等待。这挫伤了她的工作积极性。

上述情况并非个例。究其原因，

在于“陈旧的教师管理体制机制严重

制约了教育发展”。

这些问题因为改革的推进得到

了解决。2018 年，山西省教育厅将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作为统筹推进

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五大配套改革之一，在和顺县、

左权县、孝义市开展省级试点，同时

要求各市选择 2—3 个县作为市级改

革试点，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改革探

索，自此拉开了山西省“县管校聘”管

理改革的大幕。5 年过去了，山西省

“ 县 管 校 聘 ”管 理 改 革 成 效 如 何 ？

2023 年 4 月至 7 月间，山西省教育厅

开展了“‘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情况专

题调研”活动，对改革落实情况进行

了全面摸底。带着问题与期许，记者

踏上了这方山河表里、生气勃勃的黄

土地。

放权，解放教育生产力

“既不属于新学校，旧单位也回

不去，站在熟悉的讲台上，却没有了

归属感，不知道今后该何去何从。”

回忆起 9年前那段迷茫的日子，卢东

辉不胜唏嘘。彼时的他因为原来的

学校东观学校撤并，被分流到了祁

县中学，但因为祁县中学编制已满，

他和一部分教师的编制只能留在本

已撤并的东观中学，这就造成了一

种尴尬的局面——他们在祁县中学

教书，却无法以祁县中学教师的身

份参加职称评定，调岗、绩效工资也

受到影响。

教育部门为何“心有余而力不

足”？晋中市教育局副局长赵建刚解

释，改革之前，教师编制岗是由编办

和人社部门核编定岗到校的。教育

部门只能在既定编制计划内对教师

进行管理，而无权调整学校编制规

模。但随着近年来社会的快速发展，

之前的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显然不能

适应新的社会实际，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的关键在于放权。

“县管校聘”改革的前提是权力

重新划分，即将编办、人社部门“核编

到校”“定岗到校”等传统职权归口到

教育部门，实现教育系统内部的统筹

协调、科学配置。

2019 年 ，晋 中 市 委 、市 政 府 将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成为全市重点改革工作。

同年，祁县编办在核定编制总量内

盘活了中小学 109 个富余编制，并将

核编定岗到校权归口县教科局。教

科局立刻将这些编制按需调剂给了

包 括 祁 县 中 学 在 内 的 6 所 缺 编 学

校。困扰卢东辉多年的问题就此解

决，他说：“‘县管校聘’解决的是教

师的实际问题，切切实实让教师受

益，我很感谢‘县管校聘’。”

据晋中市教育局人事师资科朱

亚红介绍，实施“县管校聘”之前，晋

中全市有超编学校 198 所，缺编学校

236 所，学校间教职工编制极不均

衡。在职权归口到市教育局后，市教

育局根据实际测算将全市850个富余

编制调整到了缺编学校，并对优质学

校和农村小规模学校、薄弱学校进行

重点倾斜。

长治市政府将“县管校聘”管理改

革纳入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十大行

动”。沁县实施了教师编制动态管理，

建立了中小学教师“有编即补、退补相

当”的补充机制，保证专任教师“退补

平衡”。考虑到孕期、哺乳期女教师实

际情况，沁县教育局还特别增加8%的

标准编制。通过优化，东风小学补齐

了缺编教师。校长裴凤萍说：“通过改

革，我校再次生发了办学活力。”

一子落地，满盘皆活。体制机制

问题理顺了，一些阻滞教育发展的问

题也如沸汤泼雪迎刃而解。

在实际推进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过程中，不少教师对岗位流动存在

一定顾虑，其中最突出的是职称评

定问题。

“县管校聘”后，教育部门统筹配

置教师编制的权力打破了职称评定

的校际壁垒。和顺县教育局将全域

义务教育阶段40多所学校的教师，以

学段为单位统一实行“一条线”排队，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职称评定。

教师职称评定名额与学校解绑，打消

了教师流动的后顾之忧，为教师交流

轮岗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孝义市教育局利用“县管”权力

调动教师轮岗积极性。孝义市第六

中学陆续交流出 2名资深副校长、20

余名骨干教师，在帮扶新建校、薄弱

校的同时也优化了师资队伍结构。

在今年的职称评定中，有16名教师如

愿晋升高级职称，这其中就包括高艳

花。“体制活了，管理就有了抓手。教

师没了顾虑，有了奔头。”孝义市教育

局局长郭俭宏对未来信心十足。

记者了解到，2022年山西省全年

交 流 义 务 教 育 校 长 903 人 ，教 师

10666 人，其中优秀骨干教师 3967

人，分别占应交流人数的 30.18%、

15.83%、23.93%。

在山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

长王天看来，“县管校聘”管理改革通

过简政放权，充分给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赋能，解放了教育生产力，让教育

行政部门在施政时力度更强，速度更

快，创新程度更高。

竞争，激活教师自我效能

“高级教师不做事，一级教师做

点事，二级教师做死事。”这句话调侃

的是部分教师在晋升职称后为图清

闲退居二线，在学校“提前养老”的现

象。而现在年轻教师队伍中也出现

了“躺平”思想：校长求着老师当班主

任、教研活动无人愿意搞、比赛没人

愿意参加……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给了教育

管理部门一个支点，撬动了这块“硬

骨头”。

山西省的总体做法是：全面推行

教师竞聘上岗，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

出的竞争性用人机制。各学校按照“按

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

理”原则，自主制订岗位设置及竞聘上

岗实施方案，自主聘用人员。同时健全

符合中小学教师岗位特点的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实行以岗定薪、

薪随岗变，实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竞聘上岗是一条“鲇鱼”，搅动了

一洼死水，给教师带来了危机感，同

时也带来机遇与活力。

曹承海今年40岁出头，原本是当

地一所规模不小的农村学校的校长，

但 2021 年他却参加了孝义市校长公

开竞聘，竞聘孝义市崇德学校副校长

的岗位。

在别人看来，从校长到副校长，

这是“降格”。但曹承海不这么看：

“以前的自己就快要‘生锈’了，感谢

‘县管校聘’给了我实现教育理想的

契机，至于职务、身份、地位并不重

要。”履新之后，他与团队共同努力，

不到两年就把这所新建校办得有声

有色。2022 年，他又竞聘成为校长，

着力推动学校高质量品牌化建设，他

说自己现在“非常充实”。

教育部门竞聘校长，也把校长变

成一条“鲇鱼”，让校长有了更大的办

学自由度。和顺县教科局将“教师聘

用权”“副校长提名聘任权”等 7项权

力全部下放到全县 56位校（园）长手

中，促进学校内部管理、选人用人和绩

效分配方式的深度变革，逐步形成校

长依法自主办学的体系。（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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