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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造“四有”好老师队伍是当前学校办学的重要任

务。民族地区中小学校要引导教师不断充实自我，紧跟时代步

伐，勇于担负责任，关爱特殊儿童，关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

展，同时积极挖掘先进事迹，宣讲师德，激励广大教师担负起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构建切实可行的民族地

区中小学校师德教育模式，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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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这无疑也是学校办学的重要任务之一。2022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
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
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做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者，更好
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构建切实可行的民
族地区中小学校师德教育模式？下面笔者将结合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师德主题研修项目黄彦安工作坊的研修活动及典型师
德案例展开探讨。

一、教师要不断充实自我，紧跟时代步伐

后现代主义课程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多尔把教师的作用

界定为“平等中的首席”。他称师生关系应是“舞蹈型”的互

动，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首席”，义即“职位最高的”。

课堂教学中的教师的“首席”的含义当如乐队中的“第一提琴

手”，既是乐队中平等的一员，又起着独特的作用。

笔者认为，教师本身犹如一本需要不断充实内容的书。如

果说教师极具感染的人格魅力是学生的楷模的话，那么教师活

到老学到老，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充实自己的各方面技

能和学识、能力，成为时代专业技术的弄潮儿，就是这本书源

源不断的“活泉”。确实如此，凡是成功的教师无不以人格之光

照亮学生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人格。教师不断学习

的能力就是极具感染的人格魅力之一。当学生遇到困难与挫折

时能利用各种技术、才能、学识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当学

生犯错时能宽容、谅解与正确地引导；当学生成功时能恰如其

分地称赞和充满感召力地激励。试想，如果教师工作之后不再

努力学习，脱离时代的步伐，又怎么可能有那样的魅力呢？可

以说，对于学生来说，老师本身就是一本活的、立体的教科

书。身为师者，我们必须用行动和思想去感染学生，否则，一

切说教将显得苍白无力。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但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相

对匮乏，学生的视野局限性依然很大。教师必须紧跟时代步

伐，努力学习各种信息技术，让学生从课堂、从教师的言谈

举止中感受到他们所渴望看到的世界，才能与学生有更多的

共同语言，课堂才能拥有足够的磁力去吸引学生。总之，提

高学生的素质任重而道远，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首先要做

一汪活泉水，拥有一身正气，才能给学生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和思想火花。

二、做个好老师，让学生的幸运感十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做

一个好老师，就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平等

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包容

学生的缺点和不足，让所有学生都健康成长为社会需要的有用

之才。的确，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老师面对的是

一个个性格爱好、脾气秉性、兴趣特长、家庭情况、学习状况

不一的学生，必须精心加以引导和培育，不能因为有的学生

不讨自己喜欢、不对自己胃口就冷落、排斥，更不能把学生

分为三六九等。对所谓的“差生”甚至问题学生，老师更应

该多一些理解和帮助。老师在学生心目中具有重要位置，老

师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造就一个天才，也可能毁灭一个天

才。好老师一定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

理解学生的情感，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每一个

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作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教师在学

生的人生道路上扮演的角色多么重要。比如现在的许多学

生，他们也许在网络上驰骋纵横，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人际

交往的“困难户”，与同学合不来，不知道该如何交朋友，课间

活动时间“孤苦伶仃”。作为教师，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业，更要

时刻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学困生、人际交往“困难

生”，高度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再如，要多激发学生的潜能，

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天天期待学校每一个活动带

给他们成长的快乐。作为教师，我们要以最大的热情使班级这

片林子里的每一只鸟儿都尽情歌唱。所以，“一个人遇到好老师

是人生的幸运。”那就于点滴之中去关爱学生，做一名好老师，

成为让学生感到幸运的老师。

三、教师要甘于平凡，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南宁市师德主题研修项目黄彦安工作坊的全体成员在南宁
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小学、武宣县桐岭镇中心学校、上林县镇
圩瑶族初中开展了各种主题研修活动。在“学生最喜爱的老
师”师德宣讲活动环节，刘艳欢老师的《责任激励我成长》深
情回忆了庆乐小学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其快速成长和进步的点点
滴滴；韦任娴老师分享了她的《当班主任，挺好！》，道出了一名
优秀班主任爱生如子的教师情怀，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苏桂英老师的《潜心教研结硕果，倾心教育奉
真情》分享了科研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让人看到了一线教师对教
研工作的执着追求；庆乐小学周蕙老师是一个城里的姑娘，却甘
心在农村扎根，令人敬佩；大队辅导员梁红兰老师不忘初心，
甘做学校的“勤杂工”，主动担当作为，把少先队和党建工作搞
得有声有色，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党员教师的风采。一个个生动
的故事，一幕幕感人的画面，是我们一线教师甘当人梯、爱岗
敬业的典范。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师德风采就是在日复一日
的忙碌之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出来的。

四、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中展现师德魅力，实现育人目

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小学研修期间，庆乐小学的全

体师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壮族文化活动：大课间跳蛮乐舞、山

歌擂台对唱，刺壮绣。学校民族传统游戏花样繁多——抛绣

球、打陀螺、滚铁环、踩高跷、下壮棋；孩子们脸上带着自

信。这些活动，早已成为他们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不管是哪一项民族文化，庆乐小学的

全体师生都能全方位地参与，教师随时可以“来一手”展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庆乐小学的师生个个心灵手巧。文化对于

一个民族来说，意味着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足迹，它

将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连接起来，显示出了民族的连

续性和生命力。只有当民族成员认同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

把对本民族文化的爱融入到“血液”中时，民族文化的永世传

承才得以实现。正是因为有了教师的带头和示范作用，才得以

引领学生如此深入地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民族文化的“根”才能深植于学生的灵魂深处。

作为民族地区的教师，让学生热爱本民族的文化，甘心做

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正是民族地区教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的教育效果。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开发校本课程，通过

学校教育的辐射作用，带动社区与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加强

学校、社区和家庭的合作，促进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以

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应该

是每一位教师努力追求的育人目标。

五、教师要责任担当，关爱特殊儿童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师的人

格为依据。因为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泉中产生出来，任何

规章制度，任何人为的机关，无论设想得如何巧妙，都不能代

替教育事业中教师人格的作用。”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民族地区

寄宿生、留守儿童平时在学校过封闭式生活，节假日大部分是

跟年迈的祖父母在家，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更不用说

去参与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是与留守儿童打交道的最频繁群

体，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爱留守儿童，用高尚

的师德感染人，用优秀的教育教学能力为留守儿童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树立“标杆”，教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更能让留守儿童

切身感受到爱的流淌，使他们有安全感和依赖感，更有助于留

守儿童的身心健康。

宾阳县黎塘镇第四初级中学陶双老师的《一个都不能少》

讲述了自己在教学一线控辍保学的感人故事。面对学生的辍

学、厌学，他不厌其烦上门动员学生返校，即使不被理解、屡

遭拒绝，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许多学生就这样被他一而

再再而三的家访劝说所感动，最终重返校园，真正做到了一个

都不能少。上林县西燕镇覃浪小学的石磊老师的《让留守儿童

不再孤单》讲述了自己关爱留守儿童的故事。那一幕幕家访情

景，一次次关爱行动，是山村教师们责任担当的生动写照。

据上林县镇圩瑶族初中的段明荣副校长介绍，该所初中竟

然有 383 人的留守儿童，占全体学生的 46%。说实在的，第一

次听到这个数据，笔者着实吓了一跳。因为笔者接触过的留守

儿童都是比较敏感、不自信、甚至是难以沟通的，往往很多时

候对他们付出许多心血却得不到想要的成效。一所学校竟然有

高达 46%的留守儿童，可见对教师师德的考验有多大。但该校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卓有成效。比如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或

监护人的交流与沟通；加强对贫困儿童的资助；建立关爱经验

交流制度，不定期召开研讨会、座谈会，进行经验交流；创造

良好的育人环境，组织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等等。通过丰富

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带动留守儿童积极参与，提升他们

的自信心，给他们展现自己的才华与能力的舞台，让留守儿童

融入校园这个大家庭。这既能增长知识，发展能力，又能开阔

视野，提升自我。该校这一系列举措处处为留守儿童着想，其

工作量之大、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学校、领导、教师共同为

留守儿童筑起爱的城墙，真是令人动容！段校长身为学校领导

日理万机，竟然还担任毕业班的物理、化学教学和班主任工

作。这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高尚师德的具体表现。

六、学校要积极挖掘先进，宣讲师德，激励担当

在观看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公益校长、感动中国2020年度

人物张桂梅老师的采访录像时，许多老师禁不住边看边流泪。

这样一位年过半百又身患各种不治之症的张桂梅老师，虽然每

天起床下地身体就像针扎一样疼，但依然用心、用生命去为山

区的女子高中服务，只是为了她们能有机会走出大山，通过读

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张桂梅老师的身上，让人深深体会到了

“德高为师”的真正含义，张老师的事迹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中国

人。

每当聆听“马云乡村校长”获得者黄彦安校长的师德宣讲

《嫁给学校的男人》，聆听这位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

山歌校长分享的一幕幕往事时，笔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

烧的青春岁月。笔者与黄校长共事十几年，深感他对教育事业

的热爱与执着，他的人格魅力无时不刻在深深感染着笔者和他

身边的每一个人。上林县西燕中心学校刁望教学点的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候选人石兰松老师一校一人在教学点三十几年如一日

摆渡接送学生上下学，集校长、教师、摆渡人、敲钟人、厨师

各种角色于一身，默默守护山区教学的故事最令人动容。

在我们身边，还有许许多多多像张老师、黄老师、段老

师、石老师那样甘当民族地区的“四有”好老师，甘当留守儿

童的贴心“父母”，甘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热心使者，

甘当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

好榜样！他们的工作得到同行、社会大众的肯定，亦即是对师

德最好宣扬。这说明好老师就在我们身边。学校要善于挖掘身

边的师德模范代表，给予他们肯定，大力弘扬他们的先进事

迹，激励更多的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如

此，我们的师德教育自然就更接地气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为师者，教师要以崇高的师德去

滋润、感化每一位学生的心灵，把对学生的关爱落到实处，使

所有的学生思想端正、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学校和各级教育

主管部门要注意结合地方特色，建构适合民族地区的师德教育

模式，让孩子们在同一片阳光下快乐成长，在奔赴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康庄大道上，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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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构建民族地区中小学校师德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