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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说：“思想政治课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因此各学段都应把思想政治课

放在重要位置。而讲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部分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教育教学能力对于培养时代要求的新人还不足够，因此加强小学思政课教

师队伍专业化的建设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中小学思政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

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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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ell lies in the teachers. Since the 18t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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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 team.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 compe-
tence and educational teaching ability of som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are not 
enough to cultivate new talents required by the time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primary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 tea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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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重要性 

有利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建设通过系统教育，提高教师

素养，从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通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内容，帮助学生树立坚定

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有利于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通过教师专业化建设，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学段的有效衔接和贯通，实现立

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实现一体化建设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确保学生在

不同学段都能接受到全面、系统、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 
有利于促进学生个体成长与发展。教师专业化建设能够更好地呈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优质的思

想政治课能够帮助学生明确道德标准，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对于

他们未来的人生选择和职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会使他们了解社会规则，增强社会适应能

力，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2.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教育学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这

一学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与思政课的教育目标高度契

合。思政课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旨在通过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更好地促进学生在这些

方面的全面发展[2]。 

2.1. 中小学思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2.1.1. 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 
当前，大部分小学的道德与法治教师为兼职教师，专业教师极少。而这其中又有绝大对数教师并非

思想政治类专业毕业，或者是该专业毕业，但是没有小学道德与法治的教师资格证。兼职教师往往身兼

数职，可能是其他学科教师或者从事行政工作[3]。如果是其他学科教师，会因为班主任繁琐的工作、其

他学科教学、备课、教研等，留给道德与法治课的时间很少。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往往也是因为评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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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课时的要求，才来兼任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的教师。这样的教师队伍结构也是由于教师准入以及准出制

度的不完善所导致。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很多人没有小学道德与法治的教师资格证，也能担任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师，可见该门课程教师准入门槛很低。 

2.1.2. 教师专业培训不到位 
首先，思政课的教师培训，大多为校本培训，培训的形式有听专家讲座，观摩课、集体备课等。市

级、省级的培训较少，并且各学校参加市级、省级培训的名额有限，很难覆盖到全部的思政教师，不利

于思政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4]。其次，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的站位太高，并不能解决当前思政课教师

在一线教学所面临的疑惑与困难。同时培训的针对性不足，对于前文所提到的当前思政课教师队伍结构

的复杂情形，即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教师，不能有效应对。 

2.1.3. 教师专业素养欠缺 
首先是专业学科知识不足，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需掌握思想政治学科知识、专业德育知识、时政热

点知识，教育知识与技能等，而当前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这些方面的知识明显缺乏。例如，当前大部分小

学道德与法治教师为兼职教师，没有接受过思想政治学科专业的培训，导致他们对于书本内容都不十分

熟悉，尤其在面对六年级关于法律专题的知识时，更是无从下手[5]。其次，专业能力不足。一部分教师

教学能力较低，把握不清教学重难点、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方法单一，不能准确掌握当前学生的身心

发展规律，教授符合他们自身规律性的知识。最后，教师科研能力较弱。部分一线教师缺乏创新精神与

创新能力，不能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问题，及时做好教学反思，难以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同时大部分兼职

教师身兼数职，压力较大，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投身教研活动。 

2.1.4. 教师考核制度单一 
教师考核制度是对教师选聘、任用、薪酬、培训、奖惩等人事管理的基础和依据。通过考核，一方

面能够激励教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好地进行教学；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教师看到自身

的不足，及时改进，有利于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加强教师整体队伍。而当前中学思政课教师的考核主

要以学生期末成绩和工作报告为主。就学生成绩而言，一些教师精心设计了教案，准备了课堂，但没有

学生死记硬背拿的分数高，因此拿学生的成绩来作为教师的考核标准有失偏颇，这样的考核方式会影响

教学效果。转看教师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大多都有固定的模板和套路，教师撰写工作报告也会因为工作

繁忙或应付领导检查而带有主观色彩或敷衍了事，因此工作报告并不能准确的，全面的对教师进行考核。 

3. 影响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因素 

3.1. 教师准入制度不完备 

中小学教师准入机制是指通过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申请者的准入条件、准入环节、准入考核做出具体

的规定，使其三部分相互协调、相互统一，从而促进教师队伍提升整体质量。主要包括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公开招聘制度和教师职业发展制度等多部分组成[6]。当前，部分地区或者学校公开招聘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师时，仅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拥有小学及以上道德与法治教师资格证，就能报考该岗位。教

师准入门槛较低，使得一些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的毕业生，都纷纷报名该岗位。此外，部分进入

中学任教的思政课教师也不是因为真正的热爱这门学科，这份工作，而是因为该学科条件准入门槛低，

这就导致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动力不足，教学质量差，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低。 

3.2. 缺乏系统培训体系 

教师培训是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实效，进而拉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正如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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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培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培训机会少、部分教师被动接受培训、培训站

位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由于学校不够重视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程，进而不重视该门课程

的教师培训。学校没有明确的培训规划，培训流于表面形式[7]。部分教师参加培训不是为了提升自我教

学能力，而是为了评职称等外在因素，导致培训效果不佳。 

3.3. 教师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对于部分老教师来说，他们已经取得较高的职称或荣誉，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钻研新式的教

学方式方法，比如议题式教学，情境教学，探究教学等，而是一味的采用填鸭式的灌输，课堂对学生来

说没有新鲜感，吸引力。而一些年轻教师们的课堂过度依赖多媒体，整节课下来黑板干干净净，把书本

上的内容都“搬”到 PPT 上，再照着读一遍，加上一些精美的视频图片，看似学生们学的津津有味，实

际上一节课下来，并没有真的学到东西。造成这一课堂现象，也是因为教师们受制于学校领导希望看到

的“课堂氛围”。 

4.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4.1. 学校加强对思政课的培训宣传 

学校应当在新教师入职时就开展切实有效的入职培训。以往的入职培训形式单一，培训过于形式化，

未进行分科培训。学校应当将政治教师入职前培训和入职后培训相结合，严格制定教师的入职资格，积

极推进教师的职业成长[8]。首先，在培训内容上，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其次，在培训方式上，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教师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例

如，针对初中阶段的学生，教师的教学方法要通俗易懂，有趣味性。因此，在教师培训中，可以采用“教

学观摩”、“集体讨论”等培训方式。 

4.2. 教师主动提升能力 

教师要树立自我发展意识。首先是教师专业化发展意识，思政课教师必须要有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

并非任何教师都能替代。除了课堂教学所需要做的备课、授课等工作之外，教师还需不断学习学科专业

知识、教育教学技能、德育知识等。只有先具备专业化发展的意识，才能在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精

进。其次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素养，可以从专业道德、专业情感、专业态度等方面入手，通过高尚的道

德情操、良好的行为习惯个人形象等，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因为被吸引而喜欢热爱思政

课。最后，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传统教学过程，以教师为主体，为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师以灌

输为主向学生单方面传授知识。长此以往，不仅教师会对这种教学方式产生厌倦感，学生也会失去主动

性和创造性。当前，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发挥教师的“引导者”

角色，实现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4.3. 完善教师评价制度 

首先，学校应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不以成绩作为考核教师和学生的唯一标准。学校应注重观察

学生是否在熟练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外化为自己的行为。例如，可以通

过组织“研学活动”、参观爱国主义基地、组织“宪法知识大赛”等[9]。其次，还要完善教师职称评比

办法。健全思政课教师表彰奖励体系，建立各级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树立各级教学标兵。学校要对思政

师资队伍给予人、财、物的倾斜，要切实关心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发展。在学校人才引进、学科

发展、科研立项、人员经费投入、教学资源使用和评优表彰等方面充分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

作用，并给予适当倾斜，帮助思政教师队伍尽快建立梯队合理、学科互补的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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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思政课关系贯彻党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关系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大事，因此，

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迫在眉睫。但队伍的建设不能只依靠学校力量，而是需要教师自身、学校和

社会三方面共同发力，使思政课教师的队伍更加强大，为我国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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