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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基于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结合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需求，从师德师风、专业能力、人事制度及服

务保障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研究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师德引领 — 专业发展 — 制度创新 — 环境优

化”协同机制，旨在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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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educator spirit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path from four dimensions: teacher ethics, professional ability, personnel system, and 

service guarantee. Through integrating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the study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teacher ethics guidance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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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合同“爱司盟商品包装俄罗斯本土化多维翻译体系构建”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二十大报告，2022），这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基

本遵循。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更高层度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实施的双主体共建共治模式带

有鲜明的文化交叉性，包括中外双方大学共同组建办学的理事会和管委会，进行双语办学和开展国际化的评估认证等。而面对挑战，双

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亟待解决“同质性价值引领下的制度惯性、专业结构下发展的内在局限、双向文化下创新的制度桎梏”教师队伍建设

核心问题。因此，需要倡导构建基于教育家精神的协同治理模式中师德涵养赋能工程、基于跨境教研共同体的教师国际化胜任力成长赋

能工程和基于数字协同治理的教师动态发展赋能工程“三位一体”教师成长赋能体系，打造“中国心、世界眼、新动力”的中国本土教

师群体。

一、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化师德师风引领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下的中外合作办学须建立起

“价值观教育 -制度规范 -师德养成”的螺旋式师德建设模型，

参考二十大报告关于“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的相关

安排，其师德模型可分为三个维度的育人支持，即政治筑基工程

（意识形态）、智能化评  价系统（师德量化管理）、精神践习平

台（“产学研用”）。

（一）政治引领与价值重塑

参照顾明远教授对教育家精神“价值维度 -实践维度 -发展

维度”的分类框架（顾明远，2024），合作办学项目应建立“三

位一体”精神传承机制：

1.制度性传承：设计“教育家精神传承七步法”，包含新教师

“初心讲堂”入职宣誓、“师道传承”导师结对、“荣休教师精神

档案”建设等特色模块。以某中外合作大学为例，该机制实施后

教师职业认同度提升28%。

2.结构性重塑：构建“四维八项”师德评价指标体系，将

“政治立场”“学术诚信”“文化包容”“国际担当”等核心要素细

化为可量化的40项观测指标。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师德行为全程

存证，某试点项目数据显示师德投诉率下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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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性转化：创建“双循环”育人平台，内循环实施“课

程思政示范课 -思政课题攻关 -师德典型案例库”建设，外循环

搭建“企业实践 -国际交流 -社会服务”三维通道。如清华大学

“π型人才”培养模式中，通过校企共建人工智能伦理课程，使教

师将家国情怀转化为技术攻关成果的比例达73%。

（二）监督机制与典型示范

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师风师德的标准为核心，使用

“动态的持续监督 -多样化的数据采集 -循序渐进的自闭合”的信

息化监督模型。例如华东师范—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培养硕士专业

学位项目中应用了这一模型，效果表现在师德建设相关情况较之

往年减少了72%，师生认可度较高，为91.5%。

1. 监督标尺与技术支撑

结合“言行足为士林之则、事事为社会之模范”作为立德树

人的尺规，构建“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国际素养”矩阵评价体

系，构建师德档案可追溯、不可篡改，某研究团队已在某高校积

累了2300+项教师行为节点，得到可信度为98.7%的数字画像。

应用 AI面部表情识别技术可检测教师的家国情怀，检测其在海外

课堂教学及学术论坛、活动中流露的家国情怀力度大小。

2. 多源数据融合与智能预警

构建“学生—家庭—社区”三维网格化反馈网络：

智能课堂 —— 嵌入在 MOOC平台上的 AI监课平台记录教

师与学生彼此反馈的次数、教师和学生的心理波形曲线；智能健

康——智能穿戴设备监测老师的日程及生活状态，构建心理风险

评估工具；智能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教师道德和学习评价数据

库相连，所有违规行为可以在州间得到干预某种跨国机构的大学

采用了这一计划，在这种方案下，报告教师道德问题的频率上升

了300%，平均响应时间从45天降至3天。

3. 协同治理与长效追踪

构建“内引”和“外控”的“双轮驱动”监督机制：内部组

建由中外学术委员会、工会、学生代表参加的“师德仲裁法庭”，

做到“双盲审 +公开听证”，外部开通教育部师德建设监测中心

数据库对接端口，将不良行为“一键举报 -全网公示”。

例如，“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工作显示：“一人一档”动态管

理体系扩大了教师职业发展档案对于个人决策的参考力，65%的

教师职业发展档案将原来15%左右的师德考核权重提高到30%以

上，推动深圳某高职院校顺利申报国家级“师德建设示范校”。

二、构建全链条专业发展体系，提升教师能力素质

“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国外合作教育必须建立“生涯阶

段 -专业能力 -本院专业特色”互嵌化的教育培养体系。基于顾明

远关于教师生命发展阶段的思想，探索国外合作教育“双螺旋”的

教育培养体系：主线为继承“教书人”发展成“教育家”的过程，

支线为以提高教师数字能力为核心的提升教师信息素养的过程，主

线和支线通过“问诊 -培养 -反馈”一体化发展路径实现。

（一）分层分类培训机制

针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引领期”

四阶段，设计差异化培养方案：

青年教师：实施“成为教育家的精神浸润计划”，例如由名

师领衔的工作坊、教育家写给青年教师书信诵读的教育家精神的

浸润，培育青年人的教育情怀。如在上海市某中外合作大学的试

点发现，该青年教师的教育情怀指数增幅达到40%。

学术团队负责人：实施“学科拔尖教师培养计划”，建设“教

学改革创新项目 +科研课题项目 +出国访学”的三环项目。结果

显示，“学科拔尖教师培养计划”完成项目的教师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的几率翻2.3倍。

专家教师：开展“教育家精神育人计划”，每人每学期要承

担40学时的社会公益讲演，2个政策咨询文本。北京试点校统计

数据表明，此类专家教师人群政策话语的影响强度值为0.87(1)。

其具有智能化测训并联式“个人发展性评价仪表盘”，功能

内嵌 AI学业评价系统以及区块链学分银行，做到教学业绩的可

评、可控、可溯，某省厅年度评价示范项目验收结果的数据显

示，使用此套管理系统的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到位率提高了58%。

（二）协同培养与数字素养提升

搭建“政府—学校—企业—科研”四协同跨国界协同培养伙

伴共生体，培育“上岗—在岗—离岗”全方位终生培养环境。与

MIT、剑桥大学等创建双名校培养平台，开拓“智能教育技术模

块”等6门微证书课程，利用 VR/AR完成跨学科名校名师的“元

宇宙教研室”漫游学习。

三、推进人事制度的改革，激励教师发挥创新潜力

（一）分类评价与柔性引才

抓住聘用分类评价和柔性引才这两个关键点，创新各类工作

岗位和发展路径相匹配的人事制度。工作岗位划分上，改变“大

一统”模式，设立教学科研岗、教学岗等不同类别工作岗位，注

重成果和学术水平相挂钩。

柔性引人，要形成“特聘教授—兼职教授—访问学者”三级

柔性引人计划，围绕国际学术研究合作课题、出国留学基地等，

促成学校中方师资与国外优势团队全方位交流。

（二）准聘长聘制与激励机制

准聘长聘制是落实对教师改革创新活力激发的“牛鼻子”制

度，要完善“分类考核—多元评价—动态激励”的制度链条。其

中，在考核中要转变单一分管部门“非升即走”模式，采取“自

我评价—同行评价—过程监督—社会回应”四位一体多元评价。

并健全相应的支撑制度，如准聘合同与长聘合同的法律形态“农

龄”计算标准及教师流动时保障服务等，以制度与法律接轨。

四、完善服务保障体系，营造优师生态

（一）薪酬改革与生活保障

深化薪酬制度改革需构建”绩效导向 +多元支持”的保障体

系。实施绩效工资改革，突出业绩贡献；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

育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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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构超越传统物质救助保障之“医疗健康 +文化成长 +生

活救助”三维保障机制。中央出台每年免费健康查体、心理卫生

大讲堂、减免名胜古迹门票的社会救助政策，地方出台教师凭教

职证交通优待、金融信贷低息贴息政策，创造“物质支持—精神

抚慰—社会尊重”的多重保障机制。

（二）人文关怀与荣誉体系

教师发展的支持服务系统的人文关怀的实质是以制度安排和

文化熏陶构建教师的生命价值和生之意义，建构起教师发展目标

和生命追求，以摆脱单纯地把教师作为工具的作用，使教师由

“为了生存”走向“为了生命”。

搭建教师荣誉体系，宣扬先进典型；优化智慧治理服务，提

升治理能力。在国家层面搭建教师荣誉体系，是传播教育家精神

的重中之重，建立“国家级—省部级—校级”三层荣誉制度，从

上至下分别设立“人民教育家”“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最美教师”

等称号，注重突出师德师风、教育创新等指标体系。

五、突出中外合作办学特色，培养“双师型”教师

（一）跨文化能力与实践导向的协同构建

鉴于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对教师超越文化差异的理解的诉

求，提出“认知—技能—态度”3个维度的能力视角来反映教师

认知理解中外文化的综合维度，及中外教师联合备课、教学观摩

等教学机制下，实现中外合作办学教师在知识技能层面和态度层

面的深入合作与协同。

（二）制度保障与文化浸润的双轮驱动

动态评估与激励机制：实施“过程性评价 +成果量化”考

核体系，将跨文化教学案例开发、企业实践时长等纳入职称评审

指标。

营造共生文化生态环境。在构建合作文化的过程中，通过宣

贯文化内涵，帮助合作办学项目教师理解工作核心要求并能时刻

提醒自己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以基础管理准则为指南，激励合

作办学项目教师在工作当中因循传统，发挥独特优势，同时坚

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在文化建设中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

资源。

搭建跨文化、中外式智慧教室，为学生配备支持多语种教学

和 VR设备，实现浸入式文化体验教学。搭建“全球教育资源共享

库”，整合 UNESCO跨文化教育案例库，实现教学资源的智能匹

配。设立“世界文化日”“国际化教学创新奖”等品牌活动，以文

化沙龙、世界论坛等方式构建日常互动和相处的环境仪式，建立

重教尚师的文化生态。

高校合作办学教师队伍建设要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导与实践方

向，在今后要聚合校内外资源，实现“师德引领—专业发展—制

度创新—环境优化”协同赋能，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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