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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强调高校师德师风建设



（一）历史上，

中国就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修养的国家

• 《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 修身排在了首位，可见品德的重要性。



（二）在当今社会，
品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2.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趋势的需要



（三）教育作为特殊的职业，

师德师风尤为重要。

•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

在北师大考察；

• 提出“四有”好老师标准：

•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二十大报告在第五部分，首次将教育

科技、人才集中列为单独的一个部分

• 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培

养高素质教

师队伍，弘

扬尊师重教

社会风尚。



（四）现阶段师德师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 对于老师来说，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学

术规范与品行道德问题；

• 教育部和科技部会不定期发布严重违反师

德师风的一些典型案例；

• 对于高校领导来说容易出现的则主要是腐

败问题。



二、如何推进高校的师德师风建设



（一）对整个社会环境进行治理，

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 比如，一体化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为师德师风提供制度性环

境；

• 再比如，对社会各阶层进行规范和

规制等等。



（二）“奖惩”与“德法”并举

筑牢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制度基础

• 一是扭转和改进长期以来教育界重科研轻

教学、重传授轻育人的评价体系；

• 二是严肃处理各类违反师德师风的事件；

• 三是制定了多种制度来约束老师的不当行

为，如“红七条”、“五不准”、“十准

则”等；

• 四是选树师德典范，大力倡导师德师风精

神等。



（三）学校层面，采取有关举措，

让教师潜心从教，注重立德树人

• 很多学校相应出台了多种奖惩措施，如

职称评审中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等等；

• 推进特聘岗位的建设工作，改善教师待

遇；

• 等等。



（四）教师个人层面，则要注重修身

养性增强教师职业道德和操守

• 每个老师首先都要树立起基本的职业道德；

•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

念，高尚的道德情操；

• 然后做到以德立身，以德施教，教书育人。



三、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与课程思政

• 一是师德师风建设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制度保障；

• 二是师德师风建设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主体保障；

• 三是师德师风建设为课程思政提供了路径保障；

• 四是课程思政是高校教师师德师风的集中体现。



四、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实践与体会



（一）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主要实践

• 1.课程教学与学科背景相结合，构筑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的牢固基础；

• 2.确立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突出课程内容的时代性和

先进性，达到国家重大政策和中央重要精神进课堂、进

头脑的及时性效应；

• 3.确立润物无声的教学理念，注重教书育人，强化课程

思政的立德树人效应；

• 4.确立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打造育人“同心

圆”，达到全方位进行课程思政的共振效应；

• 5.确立过程性评价的教学理念，注重在各个环节融

入课程思政元素，从而达到课程思政教育的“闭环

”效应。



为此先后多次获得教书

育人方面的奖励和荣誉

• 教育部首批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2021）

• 全国师范院校“明德教师”奖（2014）

• 北京高校优秀党员（2023）

• 北京市优秀教师（2022）

• 北京市师德先锋（2018）

• 北京市优秀研究生导师（2022）

• 北京师范大学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2011）

• 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共产党员”（2013）等等

• 2019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



（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的主要体会

• 体会之一：正人先正己，注重自身的道德修

养。



• 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0余项，各类横向课题50

余项，其中主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3项、一般

项目和青年项目2项，教育部研究项目5项，北京市研究项目3项；

• 出版学术著作18部，译著5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

CSSCI和SSCI期刊近200篇；

• 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20余项，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图书奖、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文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优秀著作二

等奖和优秀论文二等奖、商务部全国商务发展成果优秀著作二等奖等；

• 主要荣誉称号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围）、教育部高校青

年教师奖、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北京市首批“四个一

批”人才、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教授等。

体会之二：注重科学研究，
为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提供有效载体与支撑



体会之三：

注重教学包括课程思政本身的研究

• 先后主持：

• 5项国家级教改项目；

• 7项省部级教改项目；

• 20余项校级教改项目。

• 此外，出版18部教材，其中：

• 1部国家级精品教材；

• 1部全国研究生推荐教材；

• 4部国家级规划教材；

• 3部北京市精品教材和重点优质教材。



体会之四：倾心付出，终有所获。

• 先后获得60余项教学方面的奖励和荣誉；

• 其中省部级以上教学奖励和荣誉3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