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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时代，统筹完善“立德树人”

整体布局，探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路径，对促进当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Persist in taking “Liv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o cultivate 
qualified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In	the	new	era,	coordinating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layout	of	“Liv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Liv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education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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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中国教育工作开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

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等一系列问题。

科学理解新时代关于“立什么德”“树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

对于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创新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2 “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2.1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
中国古代主张以德为先，讲究德才兼备。《左传·襄公》：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

谓朽。”其中“立德”居于首位，可以看出古人对“立德”

的重视程度。《管子·权修》记载：“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管仲将人才与树木作比较，明确指出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揭

示了终身教育这个重要理念，彰显了人才培养对于社会发展

的重要作用。

2.2 马克思关于人才培养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具体的、现实的，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

受社会存在的影响，人会展现出不同的精神样貌。因此，必

须培养适合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存续、运行所需要的人。

2.3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德育思想的论述
毛泽东提出要从德智体美劳多方面入手，亦工亦农，保

障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坚持“德育为先”，提出培育“四

有”新人的目标 [1]。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在“四有”

的基础上实现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根据中国形势，

提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在实现它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发挥关键作用，培养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共产党的

历代领导人在对教育工作的指导实践中丰富并发展了“立德

树人”这一理论，是立德树人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3 “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3.1 从“立德”角度出发理解“立德树人”的内容

3.1.1 立理想信念之德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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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 [2]。”青少年应自

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以

进取之心、实干精神和无畏胆识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书

写出自己的精彩华章。

3.1.2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

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3]。”青少年处于价值观形成

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最需要正确的引导，引导他们扣好第一

颗人生的扣子，并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家国意识，身

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3.1.3 立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中华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精神内涵和家国情怀，领略革命文化中为群众路线、迎

难而上的革命作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树立正确

的价值导向。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做好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3.2 从“树人”角度出发理解“立德树人”的内容

3.2.1 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树人”就是要树有坚定理想抱负的人；树掌握深厚文

化知识的人；树身心健康，焕发青春活力的人；树讲文明有

礼貌的人；树能辛勤劳动的人。培育青少年实现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就要砥砺磨炼青少年意志，并培养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2.2 树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创新拔尖人才要从根本上依靠教育，培养学生开拓

创新的意识，使学生明白创新精神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掌握过硬的专业本领，增强对改革创新的责任感和本领，跟

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3.2.3 树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德才兼备，德在首位。因此，我们要自觉认识到“德”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个人成才的意义，坚持“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教育青少年培育良好的个人品德，切实

做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4 “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4.1 为培育时代新人开辟了现实道路

时代新人要有理想，才能在中国梦的引导下，将个人梦

和个人理想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要有文

化，从现实到理想，要靠奋斗才能实现；要有道德，作为追

梦者，要坚持理想信念，才能肩负起责任，完成时代所赋予

的使命；要有纪律，我们要坚持用纪律约束自己，并自觉执

行纪律。培育时代新人既是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也是教育

改革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

4.2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储备人才
新时代，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人才，经济

的高速发展、政治的稳定、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社会各个方

面的进步，都需要通过人才培养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必须要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整体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径

5.1 发挥高校育人的主阵地作用
高校要明确“立德树人”的培养方向，努力构建“课程

思政”的大格局，推进思政课程的全覆盖，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育人作用 [4]。坚持高校党组织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统一，形成全员育人的格局，做好培养人才的基础工作，

不断提高高校育人机制的管理水平。

5.2 发挥教师主体地位，建立教师榜样机制
教师作为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关系到青

年学生的能力水平，也关系到学生发展的质量。因此，立德

树人的实现离不开教师力量的发挥。加强教师榜样力量，树

立教师榜样机制，用榜样的力量感染人、鼓舞人、引导人。

将榜样精神真正落实到实践当中，用行动指引学生。先立师

而后立生，只有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师德建设，才能承

担起立德树人这个任务和使命，为培养优秀人才铺垫道路。

5.3 创新培育方法，线上线下协同育人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教育工作

者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增加线上育人环节，和线下相结

合，形成线上线下协同育人新模式。利用大数据了解学生动

态喜好，在平台上传相关书籍、影片等，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创建公共平台，并鼓励学生加入，让他们自己感受这门课程，

在实践中达到育人的目的。

6 结语
“立德树人”重要论述是党和国家面对新形势作出的新

判断，是对中国传统德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将“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促

进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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