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全面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新征程 

开启教师队伍建设新征程的基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下，全国教育系统深入贯彻“九个坚持”，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

育质量显著提高，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我国教育取得今天的历史性成就，离不开广大教师的默默奉献。经过

多年的积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

好条件。 

  教师队伍基础地位更加坚实。地位是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把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概括为“九个坚持”，提出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础工作，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中，教师队伍建设是其中重要一部分，可

见其分量之重、要求之高。2018 年 1 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党中央专门

印发关于教师工作的文件，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教师工作置于教育事业发展重点支持的战略领域，

优先谋划教师工作，优先保障教师工作投入，优先满足教师队伍建设需要，提出

了系列提升教师地位的政策。2018 年 3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教师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部署实施教师教育的五项重点任务和十大行

动。2020 年 8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聚焦短板弱项，提出创新举措，推动乡村教师可持续发展。 

  教师队伍履行使命更显担当。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教育报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德施教、立德树人，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近年来，涌现出于漪、高铭暄、卫



兴华等“人民教育家”，李保国、黄大年等一批优秀教师典型，以及“时代楷模”

钟扬、曲建武、张玉滚、陈立群、卢永根等杰出代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14000 多名高校附属医院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武汉抗击疫情，成为“最美逆行

者”。 

  教师队伍制度举措更加完善。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围绕重师德、

兴师范、强素质、优结构、提待遇等关键环节建章立制，有力强化了教师队伍建

设的制度供给。坚持师德为先。印发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出

台新时代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系列文件，划出师德师

风红线，加大师德违规行为查处和公开通报力度。坚持能力为重。启动教师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完善公费师范生政策，提高师范生生均拨款，建立师范类专业认

证制度，对师范生教育政策予以改进和完善。“国培计划”实施 10 年来，中央

财政投入超过 170 亿元，培训教师超过 1600 万人次，全面提升了教师的素质能

力。坚持管理为要。首次出台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完善选拔任用和管理

监督机制。全面实施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统一考试，提高教师准入门槛。实行城

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启动“县管校聘”改革，县域教师交流轮岗常

态化、制度化。印发《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严把

选聘考核思想政治素质关，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坚持保障为基。

开展专项督导，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实施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全面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为中小学老师

减轻不合理负担。实施“特岗计划”，15 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710 亿元，

累计招聘 95 万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省份 1000 多个县、3 万多所农村学校。 

  开启教师队伍建设新征程的方向 



  目前，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程度均

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区域、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民群众

教育获得感不断增强，是 1732 万专任教师支撑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助力了我国教育的大踏步前进。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必须同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民素质提升的根基、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各类人才。基础教育是我国教

育的基础，教师是基础的基础；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的战略制高点，教师是制高

点的制高点；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创新生长点，教师是生长点的生长点；立德

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教师是根本的根本。 

  要清醒看到，虽然我国教育整体大踏步前进，但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付出巨

大努力，让人民满意还任重道远。有的地方对教育和教师工作重视不够，在教育

事业发展中重硬件轻软件、重外延轻内涵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对教师队伍建设的

支持力度亟须加大；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有待深化，教师教育师资队伍较为薄弱，

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有待加强；有的教师素质能力难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

师德水平需要提升，专业化水平需要提高；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职业吸引力不

足，地位待遇有待提高；教师城乡结构、学科结构分布不尽合理，准入、招聘、

交流、退出等机制还不够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亟须理顺。 

  新时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找准教师队伍建设的突

破口和着力点，以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破除教师发展方

面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教师队伍从专项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实现教师

队伍从基本支撑向高质量支撑转型，开启全面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的新征程。 



  开启教师队伍建设新征程的重点 

  “十四五”时期，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坚持以师德为

魂、能力为本、管理为要、地位为基，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在事业上

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师德

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要把这个“第一标准”落实在师德师风建

设各项工作中。完善师德建设制度，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建立健全教育、宣

传、考核、监督、奖励、惩处六大制度，坚持常抓不懈，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有

日常的教育督导。打造一批师德师风建设基地，突出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

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

者和引路人。要把握好继承和发展、高线引领和底线要求、严管和厚爱的关系，

坚持“四个相统一”，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健全师德师风长

效机制。保持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师德师风违规行为。 

  大力振兴教师教育，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

作母机，是教师队伍的源头活水。要在加强体系上下功夫。健全以师范院校为主

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

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国家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推动地方政府、高校和

中小学协同育人。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发挥专业优势，突出教师

教育特色，重点培养教育硕士，适度培养教育博士。健全省市县教师发展机构，

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要在提升层次上下功夫。提升培养层次，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稳步提升师范生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加强师范生

公费教育，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报师范当老师。建立符合教育行业特点的教师招聘



办法，遴选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要在质量保障上下功夫。落

实院校分类评估，实施三级五类师范类专业认证，守好师范教育质量“生命线”，

引导师范院校特色发展、追求卓越。要在创新融合上下功夫。激发教师应用信息

技术的内生动力，引导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探索

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 

  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让好老师不断涌现。教师资源配置要“更均衡”。

深化“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切实发挥教育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作用，统筹教师配

置和管理。创新和规范中小学教师编制配备，加大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和跨区域

调整力度，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幼儿园倾斜。坚定不移实施好农村教师特岗

计划，优先满足老少边穷地区教师补充需要。继续实施银龄讲学计划，鼓励支持

乐于奉献、身体健康的退休优秀教师到乡村和基层学校支教讲学。教师职业发展

要“更通畅”。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提高中、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健

全职业院校教师管理制度，推动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

双向流动。教师考核评价要“破五唯”。切实改变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

帽子、唯奖项等倾向，注重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考核，注重教育教学工作实绩和

贡献，破除 SCI 至上，边破边立，发挥教师评价“指挥棒”良好导向作用。 

  不断提升教师地位待遇，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要重投入。把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不断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完善中小学教师待遇

保障机制。提高参加 1+x 证书试点职业院校的绩效工资总额，支持高校建立健

全有利于提高竞争力的内部分配机制。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关心乡村教师生

活。要清负担。规范各类检查、考核、评比、填表及各类社会性事务，清理与教

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不合理负担。要立尊严。出台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保障和规范教师依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解决对学生不敢管、

不善管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要强宣传。健全教师国家荣誉表彰

体系，加大宣传力度，推出一批让人喜闻乐见、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展现教师新

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构建新时代尊师文化，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

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