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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杨晓慧

在第 36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使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自 2018 年 1 月以来，受教育部党组委托，我与全国 15 位专家共同完成了《习近平总书

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的编写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主要集中体现为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九个坚持”，贯穿其中的问题线索是“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在《讲义》编写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通过解决“为谁培养人”的问题，突出强调要确保教育发展方向和价值立场的正确性，办

“对的教育”；通过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突出强调要做有德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教

育、符合时代需要的教育，办“好的教育”；通过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突出强调要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强的教育”。以此落实教育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兴国必先强师，育人必先育师。东北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始终坚持扎

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瞄准世界一流师范大学建设目标，形成了“服务基础教育”的办学特色

和“强师报国，求实创造”的东师精神，塑造了广大师生“信念坚实、学识扎实、为人踏实、

作风朴实”的优良品格，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教师典型。其中，2018 年，学校郑德荣

老师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教师”，入选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国百名“改

革先锋”人物，被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为“紧跟时代、奉献时代的优秀代表”。

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师范院校要始终坚持思政引领育师德，构建

“大思政”格局，推动全员全程全方位师德养成，探索构建“一体化领导、专业化运行、协

同化育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以课程思政、日常思政为主体，以文化思政、网络思

政为浸润，以学科思政为支撑，推进教师思政、学生思政协同共育，两代师表一起抓。

新时代教师教育任重道远，需要绵绵发力、久久为功。最根本的就是要用习近平总书记

教育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们在做好《讲义》学习、宣传及课程建设等工作的同

时，也要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做实做深，聚焦“九个坚持”形成一系列

高质量学术成果，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学习宣传和课堂教学走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