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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家精神作为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其理论建构呈现出多维度的逻辑特征，并深深地植

根于“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根基。随着教育强国战略的深化实施，亟须对教育家精神进行多维度的剖

析与弘扬。本文立足“两个结合”的理论范式，试图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系统阐释新时代教

育家精神的生成机理与当代价值，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教育规律认知与教育治理实践的双向互动提

供方法论指导。弘扬教育家精神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更为培养时代新人、推进教育

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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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ducator spirit presents multi-dimensional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im-
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With the deepe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it is urgent to analyze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two combin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educator spiri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and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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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realizing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laws and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Promot-
ing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not only helps to build an educational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of the 
time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ountry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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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家精神的内在逻辑具有多维度的特征。“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在理论维度上，教育家精神

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历史维度上，教育家精神实现了对中华民族优

秀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继承；在实践维度上，它体现了“两个结合”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既以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遵循教育规律，又汲取传统文化养分，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从“两

个结合”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把握教育家精神的内在机理，对于教育强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2. “两个结合”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 

教育家精神这一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以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

积淀为深厚根基，既扎根中国教育实际，又彰显时代特色。它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同时

创新性地发展了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

力和理论支撑。 

2.1. 教育家精神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 

教育家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彰显了科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历史性统一。这一精

神既赓续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精髓——从强调思想塑造的“科学灌输理论”到注重知行互鉴的实践

教育观，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阶段任务——更立足新时代

教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实现了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深度融合。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

论生命力，又为破解教育现代化难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

崭新天地。 

2.1.1. 马克思实践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实践教育方式，始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在《共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重要论断，他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出发，认为

“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1]相结合。”列宁在继承这一

思想的同时指出“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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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其认为现代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发展需要教育和劳动

的紧密结合才能实现。 
教育家精神要求教育工作者具备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2]。这一精神要求教育者不仅要有

深厚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教学艺术，还要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授和方法指导，帮助学习者构建完整的知

识体系，培养实践能力[3]最终实现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有效转化。教育家精神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实践教育观的核心要义，引领现代教育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深度融合：

一方面，要将生产实践中的真实问题引入课堂，使理论学习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要引导学

习者走出课堂，在真实的生产情境、生活场景和社会交往中验证理论、深化认知、提升能力。 

2.1.2.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命题，构成了教育家精神生成的理论根基与实践导

向。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中，这一命题既非停留于思辨范畴的纯粹逻辑推演[4]，亦非脱离现实基础的

超验性社会构想，而是植根于“人应当怎样存在”这一现实维度的深刻反思。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作为马

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在教育场域的具象化呈现，本质上体现着教育主体对“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主

体性实践——既通过教育者自身专业素养与道德修为的持续完善实现示范性引领，更在培养时代新人的

教育实践中构建起“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价值同构[5]。这种双重维度的教育自觉，深刻彰显了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历史使命与现实张力。 
一方面，教育家精神所弘扬的心怀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

社会性维度的具象化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体的全面发展并非仅限于自我潜能的释放，更体现为

个体存在与社会整体间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化。这种精神特质要求教育主体强化使命自觉与责任担当，敏

锐把握社会演进规律，通过教育实践实现人类解放与社会革新的良性互动。就教育方法论层面而言，教

育家精神强调的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恰是马克思主义能力全面发展学说在育人实践中的创

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活动的本质在于促进主体认知结构、情感价值与实践能力的协同进化，

而非简单的知识转移。因此教育者需构建多维培养体系，在完善智力建构的同时，系统培育学习者的道

德情操、审美素养与社会化能力，并通过差异化教学策略实现个性化成长路径的设计，实现个性化的全

面发展。 
另一方面，教育家精神所强调的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中个性解放维度的价值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个性自由发展作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为个体基于主体意志进行价值选择、实践创造与生命形态建构的自主性拓展。教育家精神要求教育

实践者通过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与问题解决能力，在尊重个体志趣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发

展路径，为个性潜能释放创设制度性空间。从实践维度来看，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的仁爱之心[6]，以及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大追求，深度契合了人的发展理论中个体社会化与主体性

辩证统一的内在要求。教育工作者以人文关怀润泽生命成长，通过文化浸润与价值引导，在促进个体自

由发展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言行和行动去影响和感染他人，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2. 教育家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蕴含的传统师德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师德思想的有机融合[7]，构

成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师道”，是围绕教育者德行修为、知识体系、技

能体系及其职业角色与功能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众多世代相传的师德准则。传统师德所倡导的有教无类、

立己达人、德性涵养等核心理念，与当代教育家精神中典范引领、价值示范的育人取向具有深刻的内在

契合。当代教育实践主体正是以中华教育先辈为楷模，投身于教育事业，既秉承中华教育先哲的精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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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又通过实现优秀教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华传统的“师道”注入现代意

义与价值。 
教育家精神的形成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传统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其价

值内核既呈现着因材施教、乐教爱生等当代教育理念的实践形态，又承载着以言立行、家国担当的中华

传统优秀道德观念。在文化载体方面，传承千年的《论语》《三字经》等经典书籍，以及见证漫长岁月变

迁的书院古迹，作为具象化的文化字符仍发挥着其独特的育人力量[8]；制度文化传统方面，隋唐的拜师

礼仪与官学体系、宋代教育人才选拔机制等，仍为现代教育制度的建设和尊师重道社会氛围的建立提供

着重要的制度基因与文化参照；精神文化谱系中，从孔孟到近现代教育家的实践智慧，以及“才德相济”

“修身立教”[9]等教育箴言，既为教育家精神建构提供了价值坐标，又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传统教育

思想与现代育人理念的深度融合。 

2.3. 教育家精神蕴含时代发展气脉 

教育家精神的形成是对中华民族教育实践的文明积淀与哲学提炼，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

的核心要义。从文明演进维度来看，这一精神既承续着传统师道精髓，又融合现代教育哲学，通过创造

性转化传统文化基因、革命文化内核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文明连续性的价值体系，既实

现重教传统的价值传承，更成为向世界阐释中国教育智慧、展现中国教育实践创新的文化载体，在构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持续释放生命力；就话语体系维度而言，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实践哲学的重要

构成，体现着教育社会化机制与个性化路径的辩证统一，其本质是教育理论与实践智慧的协同创新。这

种创新不仅推动着教育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型，更通过话语维度的范式重构，为教育学科发展提供新的解

释框架；从教育现代化进程来看，教育家精神的确立标志着我国从教育规模扩张向教育质量跃升的战略

转型[10]。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人的全面发展依托教育现代化的系统推进。这种现代化不仅涉及

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制度体系创新与师资队伍建设等结构性要素，更需以契合教育规律、彰显时代特征

的教育家精神为价值引领，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深层文化动力与精神支撑。 

3. “两个结合”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历史逻辑 

教育家精神的不是凭空提出，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开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壮阔历程

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教师队伍建设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理论创新的集中展现，也是对其百年

师德师风[11]建设历史成就与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与提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特殊要求与需要[12]，教育政策、方针、内容及课程设

置都进行了积极调整，形成了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指引的教师队伍建设，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者所展现

出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及奉献精神，成为了教育家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从制度建设、思想建设及队伍建设三个维度，对我国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而深

入的规划，为教育家精神赋予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质。他强调为学生服务的宗旨，提出“边教边学”

的方针，鼓励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积累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创造了有利条件。江泽民同志则将教育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以“教育者必

先受教育”的核心理念，激励广大教师勇担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胡锦涛同志更是将教师队伍建设视

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提升教师的师德修养与专业能力，为素质教育的

全面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师德师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许多新见解、新导向、新呼吁与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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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不彰显了党对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深刻洞察，同时也凸显了教师在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教育强国

进程中的核心作用，成为新时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精神引擎。从构成维度来看，教育家精神涵盖

六大要素，即怀揣“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崇高信念，秉持“言为士范、行为世则”的高尚情操，展

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践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治学品格，拥有“乐教爱生、

无私奉献”的师德风范，以及秉持“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志向。这六大要素既是新时代教师职

业道路上的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形象的鲜活写照[13]。教育家精神是在对党在

不同历史阶段教育规律与经验的深入总结中孕育而生的，它体现了我国教育事业进步历程中政策规划、

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的紧密融合，凝聚并展现了不同时期我国教育家及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与时代特

征，汇聚成一股为党培养接班人、为国家培育英才的强大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了

坚实的精神基石。 

4. “两个结合”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实践逻辑 

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教育强国建设以及立德树人实践中进行深入反思与

全面把握的。“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一思想不仅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更是培育教育家精神的行动指南。在“两个结合”思想指

引下，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既要立足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根本指导，又要

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唯有如此，才能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为教育工作者思想上的坚定信念与行动

上的自觉践行，使之成为教育工作者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 

4.1. 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培育教育家精神 

作为指引学生培育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向导，教育工作者必须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立德树人为教育教学的核心导向[14]，确保政治性与学

理性并重。步入新时代，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历程中，教育工作者应捍卫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方向，紧跟时代

潮流，保证“两个结合”始终发挥正确引领作用，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与此同时，要

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注入数字活力”，拓展多样化、广泛化教育家精神的宣

传途径与传播平台。 

4.2. 在文化创新发展中培育教育家精神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性转变，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石。实施教育家精神，不仅

需要营造相匹配的文化氛围，还必须持续推进传统师德的创造性转型与创新性提升。一方面，将立德树

人作为核心使命。教育工作者需将党史教育、“四史”学习与师德专题教育紧密结合、相互渗透，通过

宣扬历史上杰出教育家的典范，诸如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古代先贤所秉持的以“仁”、“礼”为核心

的师道精髓，以及近代的陶行知、晏阳初等大师所展现的广阔家国情怀，和当代的黄大年、张桂梅等楷

模所体现的崇高信念、高尚品德、实践智慧[14]。另一方面，在教育实践的具体环节，应对传统优秀教育

理念加以继承并赋予时代价值。优秀的教育实施者不仅需具备崇高的道德情操与坚定的理想信念，还需

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巧妙的育人技巧。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育人智慧，如儒家倡导的“因材施教”

与道家主张的“顺应自然”思想，它们重视以人的本真为教育出发点，强调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15]，
这恰于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一脉相承。在新时代背景下践行教育家精神，应以

马克思教育观为指引，着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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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培育教育家精神 

党的二十大着重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

中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既要求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精髓，也要积极与世界各国文化开展对话交流，吸纳先

进文明成果。一方面，教师灵魂的丰富与升华离不开教育家精神的哺育。教师的灵魂，作为一个展现个

性与生命力的综合体，其成长往往得益于那些富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他们擅长融合中西智慧，将中国哲

理与西方理念巧妙结合，进行创造性的教育。在世界文化的交流激荡中，教育家精神不仅为教育拓展了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促进世界文明和谐共存做出了贡献。新时代，构建多

元化、多路径的对话交流机制，为教育家精神的培育和传播搭建国际话语框架，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

事，传递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教师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肩负教育强国使命的内在动力源自教育家精

神的激励。教育强国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积极拓宽传播渠道与平台，借助

电视、广播、期刊、报纸、官方网站等多样化的媒体手段，充分展现优秀教师的高尚品德、敬业精神、探

索创新及无私奉献的形象。同时，利用数字技术、文学、音乐、美术、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多媒体平

台上广泛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从而激发教师从业的

自觉性与自信心。 

5. 结论 

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构成了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教育家精神是马克思

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体现了科学理论与本土实践的有机统一，更在继承中

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孔子、朱熹等教育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丰富了教育家精神的理

论内涵，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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