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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
什么要强调教育家精神？重要性何在？

张玉滚：今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筑梦人的
高度，从六个方面全面完整阐述了中国
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对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是极大的鼓
舞和鞭策。

教师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特殊使命。我们生逢其
时，重任在肩，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坚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
志向与抱负，当好学生引路人。

虽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成为教育
家，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教育家精神，以
教育家为榜样，将教育家精神作为引
领，把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执教的理想和
追求，勉励自己成长。

中国教育报：弘扬教育家精神对于
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何重大意义？

张玉滚：教师在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建设中肩负着光荣使命与
重大责任。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职业
像教师这样，一头托举着家庭的嘱托，
一头承载着民族的期望；没有哪个职业
像教师这样，一头牵挂着“小家”的今
天，一头连接着国家的未来；没有哪个
职业像教师这样，在一代代人的成长
中，担当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天职和重
任。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家精神
为广大教师的成长指引了方向。身为一
名人民教师，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
村，我们都要用自己的热情、毅力和智
慧，去培育下一代，点亮孩子们的未
来。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振兴和人才培养
的重要支撑力量，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基
石。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乡村
教师肩负使命，责任重大，亦大有可
为。我相信，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
乡村教育将会更加充满活力，乡村孩子
们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中国教育报：请结合您的工作经历
谈一谈教育家精神的价值内涵。

张玉滚：教育家精神中我感受最深
的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
心”。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每
个家庭的希望。作为教师，我们选择了
这个职业，就要为学生负责，就要把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扛在肩上。不但要从教
还要乐教，要全心全意爱护每一个学
生，用心用情呵护学生健康成长，让孩
子们能够快快乐乐地来到学校，踏踏实
实地学习知识，一步一步地成长成才。

我 是 山 里 人 ， 知 道 山 里 娃 不 容
易。2001 年，我刚从南阳第二师范学
校毕业，黑虎庙小学的老校长指着教
室后面的一个灶台，对我说：“玉滚
啊，泥巴砖头垒个灶台，顶多能用个
十年八载。咱们教学生认的每个字，
他能用一辈子。”走出大山，改变命
运，过上好日子是山里人世世代代的
梦想。我知道，要想刨除穷根，改变
命运，必须从教育开始。孩子们渴望
知识的眼神让我下定决心留了下来，

只要孩子们在，学校就在。
那时黑虎庙村还没有公路，从村里

到镇上，得沿着山脊上牛羊踩出的小
道，走十多个小时。只能靠着一根扁
担，为孩子们挑来书本教材、蔬菜大
米。后来黑虎庙通往外面的公路修好
了，去镇上给学校买米买菜拉教材，再
也不用肩挑背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黑虎庙小学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破桌子，泥台
子，里面坐着十来个土孩子”的艰苦一
路走来，如今教学楼、宿舍楼、餐厅、
多媒体教学设备等一应俱全，硬件设施
基本赶上了城里公办学校的标准。学校
社团也更加丰富多彩：不但乒乓球、羽
毛球、美术、音乐这些社团应有尽有，
连钢琴、演讲口才这些“时髦”社团也
开起来了！有更多的青年教师愿意留在
这里教书，每年还有一批又一批的教师
前来支教。

感谢党和政府对乡村教育的大力支
持和投入，让更多的孩子受益，去拥抱
更大的世界，去实现更大的梦想——这
也是我和我的老师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所在。我愿尽己所能践行教育家精神，
为家乡尽一份心，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
份绵薄之力。

中国教育报：成长为教育家的必经
之路是怎么样的？您对青年教师有何嘱
托？

张玉滚：践行教育家精神是中小学
教师和校长成长为教育家型教师和校长
的重要基础和必经之路。黑虎庙小学
在大山深处，原来从镇上到学校没有
通公路的时候，老校长们只能用扁担
一趟趟挑书本教材和学具教具。我到
学校之后，就接过了老校长们手中的
扁担，把书本和学生的生活用品挑进
大山。老教师这种榜样的示范引领在
年轻教师心中扎下了根，所以在教育
这条道路上，哪怕环境艰苦，精神始
终是富足的。

教育家精神让我再一次明晰了人生
的目标：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
月，照亮孩子们走出大山的路。如今，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推进乡村教
育振兴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然环节，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
措。乡村教育的振兴与发展离不开乡村
教师在崇高理想信念的指引下的不懈奋
斗。希望广大乡村青年教师树牢“躬耕
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继续
立足乡土大地，扎根乡村教育，促进乡
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乡村孩子成长成
才，为促进教育公平和乡村振兴提供重
要助力。我也将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
下，努力在大山深处打造教育高地，做
好乡村孩子的守梦人，为乡村孩子引好
路、筑好梦，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带着梦想、走出大山、反哺家
乡，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我们将同万千乡村教师一道，坚守
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让榜样教师
的精神和力量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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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为什么要强调教育家精神？重
要性何在？

吴蓉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教育家精神”，有助于回答国家重
大教育问题，有益于回应社会重大
教育需求，有利于解决教育发展的
关键问题，启发我们新时代的校长、
教师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助力教育
发展，深刻领会并践行基础教育改革
发展的新要求。比如，在落实“双
减”，构建“大思政课程体系”，完善科
学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很多方面，教育家精神都指引着我们
与时俱进，要求我们在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新征程上，担当起应有的大使命
和大作为。因此，我觉得我们一线教
师更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学习做
教育家型的教师，担负起筑牢教育强
国建设根基的使命，更好地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躬耕教坛、强
国有我”的志向与抱负。

中国教育报：弘扬教育家精神
对于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何重
大意义？

吴蓉瑾：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科
学理论体系以及教师教育体系。弘扬
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把育人工作和
自身成长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当
中，不断提高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进而为
国家培养出自主、自强、自立的教育家
型教师。这些教师会推动新时代的教
育科研，发掘我们中国人原创的教育
思想，并通过变革性的实践，在教育领
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这
些思想、进展和成果，对加快推进教育
强国建设影响深远。

中国教育报：请结合您的工作
经历谈一谈教育家精神的价值内涵。

吴蓉瑾：首先，要树立远大理
想，要有大格局，做理想信念的坚守
者、教育价值的追寻者。比如我们学
校一直坚持的教育理念，就是“教有
真情，育无止境”。我曾经教过一个
男孩，攀岩能力很强；但是当老师表
扬他的时候，他会躲到后面去，因为
他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我们还
发现他在做题的时候，总能很快地做
出简单的题，但基本上放弃带有难
度、需要动脑筋的题目。针对这些情
况，我们采取了三个措施：第一，让他
在作文本上写下想对我说的，但又不
敢当众讲的话，让我知道自己可以给
他提供哪些帮助，我把这个本子取名
为“晴雨表”；第二，我们请几个学科的
老师，给他在稍难和较难的题目中再
设置一个坡度，不要让他一下跳过去
摘果子，让他逐渐进步；第三，我让学生
们在他攀岩时，在旁边进行评价。小
朋友们当然很羡慕他，纷纷表示：“他太
厉害了！”当他不断听到周边伙伴对他
的认可以及老师对他的鼓励时，他就
愿意去向更难的领域探索。经过大家
共同的努力，他毕业时已经可以游刃
有余地主持学校的英语文化节了。正

是出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以及对教育价
值的追寻，我们的老师才有更多动力，去
更全面地了解孩子、激发兴趣、挖掘潜质，
最终成就孩子们的价值。

其次，要能够具有大担当、大作为，
做改革的先行者、先进理念的践行者。
我们学校目前践行的，就是数智技术和
情感教育双驱动的教学模式。通过数
智技术，我们可以获得学生的多项数据，
从而分析学生在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找
到更多了解学生、走近学生的途径，进而
关注到这个社会的关键问题，培养出我
们的时代新人；通过情感教育，我们给学
生的心灵带来抚慰，并不断鼓励孩子去
讲一些平时可能不太会讲的，比如“爸爸
妈妈我爱你”等话语，然后再引导学生去
表达情感、感受情感、体验情感，从而在
回应整个社会需求的同时，满足学生内
心对情感的渴求。

最后，要练就我们的大视野、大智
慧，做教育问题的研究者、教育思想的
贡献者。学校提出了“要有积极健康
情感的学生，必须有积极健康情感的
教师”的理念，并就此展开实践。第一
步，通过情感教育的管理模式，让老师
感受到来自校方的关心，使他们能够
带着温暖的情感工作，进而让孩子获
得良好的学习体验；第二步，开设情感
教育课程，在课堂上找到情感点，形成
师生之间的互动；第三步，开展一系列
情感教育活动，比如，向学生介绍中国
的水墨动画、当下的民族品牌等，通过
这些课程和活动，锻炼学生们的情感
表达力，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教育报：成长为教育家的必
经之路是怎么样的？您对青年教师有
何嘱托？

吴蓉瑾：要胸怀大志，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锤炼培养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责任担
当。于漪老师曾经讲过：“当教师把个人
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就会腾起一团火，能
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这样的
理想信念，支撑着她一辈子努力向前。

此外，青年教师在学校发展过程中，
要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明确自己在某个
项目、某个活动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不断地激发自己的内驱力，从而使自己
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和饱满的精神状
态，将很正向的情感投入到工作当中。

中国教育报：您觉得如何更好地
发挥教育家精神的感召、引领作用？

吴蓉瑾：新时代的教育家型校长和
教师，可以不断地用自己的行为、实践带
领大家。以于漪老师为例，她在92岁高
龄的时候，曾经到我们学校参加过一场
活动，在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坚持站
在讲台上讲话，并且依然像以前那样思
路清晰、慷慨激昂。她说的每一个字，都
讲到了我们老师的心坎上；她不仅在教
学生怎样做人，还在教我们老师怎样为
师。“人民教师是无上光荣的。”我一直记
着这句话。能够在这个时代从事教师这
份职业，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而且，有
像于漪老师这样高山仰止的前辈引领着
我们往前走，我会继续朝教育家型教师
这个方向来努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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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小 传

张玉滚，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他扎根深山 20
多年，用自己的全心付出，照亮了山区孩子们的求学之路。2018 年 9 月，
张玉滚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他还先后获得过“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全国敬业奉献模范”“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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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小 传

吴蓉瑾，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倡导通
过数智技术和情感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2020年4月，吴蓉
瑾入围“全球教师奖”名单；2022年3月，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
红旗手标兵”称号；2021年9月，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2022年3月，被中宣部、全国妇联评为“最美巾帼奋斗者”；2023年9
月，被授予“上海市教育功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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