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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发扬学院优良师德师风传统，增强理论学习针对

性、实效性，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组织全体教职工系统学习

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向全国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习近平总书记

的教书育人观》《张桂梅写给青年教师的一封信》等。数学

与统计学院党委根据学习情况，在全院广大教师中开展师德

师风建设大家谈活动，邀请学院广大教师围绕学习主题，结

合工作实际，分期分批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下面将部分教师

学习体会刊出，供全体教职工相互学习。

学习《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心得体会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张敏捷博士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

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帽子

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共中央 国务

院制定并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通

过认真学习此方案，我认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高校教师，

务必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教师，首先要有上好每一节课的责任心。《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强调，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

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引导教师上好每一节课、关

爱每一个学生。潜心教学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课前充分备

课，不仅要备课程内容，也要备学生，以便做到因材施教；

课堂上注重教学效果，在认真细致讲解课程内容的同时还要

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参与课堂，确保学生

的主体性地位；课后要及时反思，及时了解学生对所学内容

的掌握情况，从而及时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以更好地保证

教学效果。

教师的职责不仅仅在于教学，更在于育人。育人的根本

在于立德。《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主要原

则中强调，坚持立德树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确立科学的育人目标，

确保教育正确发展方向。作为教师，在各方面都要以身作则，

用自己对待每一堂课、对待每一位学生的态度，潜移默化地

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尤其是我们作为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的教师，我们的学生以后大多也是要走上教书育人的工作岗

位的，我们作为未来教师的教师，更要以身作则，做他们的

引路人。此外，我们也要多关心学生的生活，关注学生的心

理状况，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及时引导。

作为新时代的高校教师，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关于改进高等学校评价

的论述强调“探索开展高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情况评价，促

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

表座谈时也指出：“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

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应该要有一潭水。”

的确，知识是日新月异的，学习也应是永无止境的。我们作

为新时代的高校教师，更不能固步自封，而要跟上新形势，



时刻学习新知识，要全面提升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确保

自己能够对得起“学高为师”这四个字。

总之，作为新时代高校教师的我们，既要潜心教学，又

要匠心育人，还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学院的高质

量发展，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学习《总书记的教书育人观》心得体会

信息与计算科学系教师党支部书记陶茂虎博士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

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对教师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通过观看学习《总书记的教书育人观》系

列时政短视频，让我对做好新时代“大先生”、好老师有了

新的认知。

哲学家雅尔贝斯关于教育本质阐述“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追逐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

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

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

族的希望。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应该立志成为新时代的“大

先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一、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做胸怀“国之大者”

的典范。

古往今来，优秀的老师均具有一个大格局---重教轻利，

胸怀天下，心系国家与民族未来。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作

为一名高校教师，就要心怀“国之大者”，始终同党和人民

站在一起，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应，

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

献。

二、坚持师德为上，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做修德立身的



示范。

师风是师德的外在表现，教师素质是师德师风的内核要

素。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的言谈举止、思维情感、

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操守对学生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直接

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

来。立志做新时代的好老师，要始终坚持师德为上，自觉践

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身作则，用自己的道德情操感染

学生。

三、坚守教育初心，扎根教学一线，做教书育人的模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老师应该执着于教书育人”，

“做老师就要热爱教育工作，不能把教育岗位仅仅作为一个

养家糊口的职业。有了为事业奋斗的志向，才能在老师这个

岗位上干得有滋有味，干出好成绩”。传道是教师第一职责。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躬耕讲坛，矢志不渝。要把教书育人

作为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扎根教学一线，刻苦钻研，因材施

教，潜心教书育人。

四、潜心研究真学问，做好真学问，做学术创新的示范。

学高为师，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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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心得体会

团委书记、辅导员张闪

学习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之后明显

地提高了我对第二课堂的认识，方案明确指明了开展第二课

堂的方向，明晰地阐述了推进第二课堂的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形式和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社会对综合

素质高的高校毕业生需求越来越大，高等学校承担着人才培

养的重任，因此第二课堂逐渐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

第二课堂事关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事关用人单位满意度，

事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

第二课堂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应急应变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等。

第二课堂要通过学科竞赛、专业比赛、交流会等有形活

动将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落实下去。

要不断地教育引导学生第二课堂学习不光是为了修满

学分能够毕业，而是可以在第二课堂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

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能力。要帮助学生改变

他们参与第二课堂的动机，由以往的被动参与转变成主动学

习。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能为整体的第二课

堂学习营造良好的氛围。

要营造第二课堂良好的育人环境，加强第二课堂运行保

障队伍建设。运行保障队伍是高校第二课堂高效运行、高质

量实施的关键支撑。要着力构建既能统筹协调、整体推进，

又能分工负责、狠抓落实的组织实施机制。同时，要完善第

二课堂制度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优化第二课堂记录载体，

完善第二课堂课程体系化建设，丰富课程内容，完善课程结

构，规范课程评价，建立校企合作育人长效体系通过参与校





著史诗，助人自助步不止。

张桂梅校长认为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成为教师，这就

是她为生命赋予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找到自身的使命。

从踏上师范院校开始，我就要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这样，我们每天的行动就是“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了。

我坚持给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就是给自己每天的所做

所为找一个支点。张桂梅的支点就是“改变山区女孩的命运”，

她的方法就是死磕，逼他们通过高考走出大山。那我们的支

点是什么呢？从专业到职业，到事业再到志业，是我们一生

追求的目标。坚定信念，活成丰碑，可以说：矢志不渝鸿鹄

志，为国育才筑梦值！

最后我认为，教师是最能发挥影响力也是最应该要发挥

影响力的人。教师自己的知识功底、人格魅力等，将深深地

影响学生未来的行为模式。

职初教师途未知，学生求知动力痴；

站稳讲台靠磨稚，积累实践正当时。

扎根教育著史诗，助人自助步不止；

矢志不渝鸿鹄志，为国育才筑梦值！

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向张桂梅校长学习。坚定信念，

躬耕教坛，为国育才，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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