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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古人云：“国有贤良之

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从历史

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

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我国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

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

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那将是教育的失败。

教育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失败。我们决不能犯这种历史性错

误！这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把握的大是大

非问题，没有什么可隐晦、可商榷、可含糊的。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我们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

进教育现代化不能忘记初心，要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不断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

方向目标。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

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

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他们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

域就是争夺我们的青少年。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帝国主义

说，对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

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

但也可能灵。”现在算起来，在校高校学生大概就处在第三代、

第四代这个范围，以后还有第五代、第六代以及十几代、几

十代人的问题。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我们

不能输，也输不起。我们一定要警醒！

我们要培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具备什么

样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应该如何培养，我看关键是要做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定语就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对培养什么人的本质

规定。我们培养的人，必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没有这一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就不成立了。现在的青少年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下，

没有体验过民族生死存亡的苦难，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

没有参加过艰难困苦的奋斗，人生阅历很有限。如果不加以

正确引导和长期教育，难以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甚至可能走



偏。要在学生中加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

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

等的教育，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给学生讲清楚这一被实践证明

了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被任何干扰所

惑，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二是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爱国主义教育是

世界各国教育的必修课。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

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1935 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张

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我看，

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

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从少年儿童抓起，要把爱国主义贯

穿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教育引导学生把自身的理

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引导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文化观，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时刻不忘自己是

中国人。我多次强调，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



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

精神最重要的体现。要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

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三是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人无德不立，育人的

根本在于立德。立德为先，修身为本，这是人才成长的基本

逻辑。立德修身，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爱因斯坦

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

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

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所以，德育既是学生入学的第

一课，也是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课，必须贯穿学生学习始终，

贯穿学校工作各方面各环节，使学校真正成为化育为人的天

地，而不仅仅是教授技能、发放文凭的场所。

加强品德教育，既有个人品德，也有社会公德、热爱祖

国和人民的大德。要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做到品德润身、公德善心、大德铸魂。要加强

对学生的法治教育，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曾有

人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在哪所学校学到了最重要的东

西？”他回答：“在幼儿园，我学到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做错事要道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

西”。要教育引导学生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踏踏

实实修好品德，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

学会自省、学会自律，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学校具有集中式、系统化、持续性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独特优势，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固本铸

魂的基础工程，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转化为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丰富营养，

积淀学生文化底蕴，提升学生文化素养。要在提炼、转化、

融合上下功夫，让收藏在馆所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成为教书育人的丰厚资源，让学生

在底蕴深厚的课程教材中、在参观名胜古迹的亲身体验中，

了解中华文化变迁，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汲取中华文化精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一代代传承下

去。

四是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学习知识是学生的本

职。《论语》中讲：“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非学无以广才，要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

知问学，既要重视知识的宽度，也要重视学习的深度，在学

习中增长见识，丰富学识，通晓天下道理，掌握事物发展规

律，做到敏于求知、勤于学习、敢于创新、勇于实践，沿着

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

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中国情怀，

而且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我国古代读书人历来有胸怀

天下、匡时济世的志向，也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

要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形势及其发展变化，成为具有中国





思妙想并努力实践，以创造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以创造

之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

现在，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身体素质，青少年体质健康

水平仍是学生素质的短板，“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

前不久，我就我国学生近视呈高发、低龄化趋势问题作了批

示。这个问题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学校和全社会要

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们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的未来。在体育锻炼上学校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不敢放手

开展活动，长此下去怎么行？毛泽东同志说，青少年要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

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

全人格、锤炼意志。

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没有美的滋养的

人生必然是单调的、干涸的人生。今年 8 月 30 日，我给中

央美院 8 位老教授回信时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孔子认为教

育是“兴于诗”、“成于乐”，其中就包含着对美育的重视。朱

光潜先生有句名言：“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如

果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没有童话、歌谣和大自然的云彩、花朵、

鸟叫虫鸣，如果青少年的心灵世界没有动人的音符和丰富的

颜色，如果青少年没有艺术爱好和艺术修养，不可能全面发

展。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配齐配好美育教师，坚持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这次，

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现在，

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

的现象。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

劳动。要采取适应当前环境和条件的有效措施，加强劳动教

育，组织好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养成劳动

习惯，学会劳动、学会勤俭。这是强国富民的大事，教育部

门同其他部门要一起研究、拿出措施，切实抓起来。

学生培养得怎么样，要看拿什么样的尺子去衡量，以什

么样的眼光去发现。教育不是制造“失败者”的，以分数贴标

签的做法必须彻底改！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禀赋、

才能、爱好和特长不尽相同，不能只关注学习好的学生，使

很多学生被忽视、被遗忘，体会不到学习的成就和成长的快

乐，越来越没有信心。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信任学生、

激励学生，公平公正对待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可塑之

才，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和特长。特别是要关心关

爱留守儿童、城乡困境儿童、残疾儿童和学习成长相对落后

的学生。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诗写得很感人：“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教育的目光不能总



是盯着花园里耀眼的牡丹花，而要更多投向墙角处不起眼的

苔花。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

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

都要坚决改过来。

这里，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要注重教材建设。教材是

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

念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教材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

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

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要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教材建设要加强政治把

关。政治上把握不对、不到位的教材，要一票否决。简单贴

政治标签，不顾教材体系完整、逻辑完备，断章取义塞入政

治内容，搞得不伦不类的教材，也要不得。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在不同场合就教材建设提过一些要求，有关方面也作出了

工作部署，要抓好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