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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知识传播和思想教育融为一体，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教育 目的、功能及规律等方面，阐述了二者结合的必然性，提m 

了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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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e discussion on knowledge passing 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WU Jie 

(S~naong Youth Administrative Cadres College，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The duty of teachers is teaching and educating students．During teaching I combining knowledge passing 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meaningfd in advancing competence education completelyl carrying though the P椰 ‘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realizing train— 

ing a．m1s of socmlisted ucation．The essayfocusesonthe nece~ityof combing them bywayofthe discussionofeducational p山 I func— 

tionan d regularity。ect．Themethods andwaysof combining them are alsopo inted outinthis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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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 的谈话》中指 出： 

“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 ，而且要切实加 

强x-l'~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 、法 

制教育。”“教师作为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 ，不仅要教好 

书，还要育好人 ，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江泽民同 

志的重要讲话 ，既是对教师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评价 ， 

又是 对 教 师 的殷 切 期 望 。教 师 是 人 类 灵 魂 的 工 程 

师 ，在教学过程 中，以教书育人 为己任 。把传授文化 

科学知识和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 融为一体 ，对 于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 ，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 ，实现社会主义教 

育的培养 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一

、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从一定 的教育 目的看 ，自古 以来 ，知识传授和思 

想政治教育关 系密切。统治 阶级 为了维护 自身利 

益 ，总是要根据 自己的政治主张、经济要求 、思想意 

识 、道德 观念 ，提 出教育 的 目的 。虽然 历史 上 曾有不 

少教育家、思想家提出过 自己关于教育 目的的主张 ， 

但实质上仍然不过是提出了他们代表的那个 阶级的 

教育 目的。由于统治 阶级掌握 了教育 的领导权 ，在 

他们的控制和监督下 。教育只能成为维护统治 阶级 

利益的工具。如我 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孟子都提出 

过培养“君子”和感化“小 民”的教育 目的。唐代文学 

家 、思想家韩愈提 出：“师者 ，所 以传道、授业 、解惑 

也”，把教师的1I,n,业特点表述得更加明确。可见教师 

从来就 不是 只管传授 知识 的教 书匠。在这 里 “授 

业”、“解惑”是和“传道”紧密联系在 一起 的，并且其 

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自有其特定的 

含义 。社 会 主义教 育制度 改 变 了在 旧的教育 制度 下 

劳动人民被愚弄、被压迫的地位 ，使劳动人民开始享 

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对人才培养质量也必然要提出 自己的要求。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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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教 学 的过程 中 ，从 教学 目的 、教 学 内容 到教学 方 

法和手段等 ，都应 该为实现社会 主义 的教育 目的服 

务 。 

从教育 的功 能和规律来看 ，教学本身具有教育 

性 ，各 门学科都可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因为一定的 

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基础 

之上的。一方面 ，科学知识本身x,l-人的精神世界 、对 

人的成长会产 生积极影 响 ，知识 可 以改变人 、培养 

人 ；另一方面 ，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总是会 自觉 

或不 自觉地将一定 的思想倾 向、道德观念和情感灌 

输给学生 ，这是为教学实践所证 明了的一条 客观规 

律 。比如 ，政治理论课 和思想品德课 ，可以直接对学 

生进 行 马列 主义 、毛 泽 东 思 想 、邓 小 平 理论 和 “三 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 ，进行社会 主义 、共产 主义道 

德规范的教育；文学知识本身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一 

符作品总有其鲜明的主题 ，教师在分析文章过程中。 

总是要将 自己对 知识 的理解 、对事物的认识及个人 

的思想倾向 ，通过一定 的方式表达出来 ；历史课教学 

可 以对 学生 进行 唯 物史 观 的教 育 ，可 以弘 扬 中华 民 

族的文化和传统，振奋 民族精神 ；理工生物等 自然学 

科 ，可 以x,l学生 进行 辩证 唯 物论 的教 育 ，介 绍 古今 中 

外人类 的重大科技发明与创造和我国劳动人民为此 

作出的杰 出贡献 ，引导学 生肯于钻研 ，勇 于探索真 

理 ，形成学科学 、爱科学、用科学 的 良好风气 。由此 

看来 ，掌握和利用教育的客观规律 。充分发挥教学的 

教育作用 ，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把传授科 

学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融为一体是切实可行 的。 

二、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 ，是社会 的需要 ，"dz 

是时代 的要求 ，但是人们对于教师应该 以教 书育人 

为 己任 的认识并不一致 ，还存在着一些错误观念。 

有人认为 ，学校有教学、管理、后勤三支队伍各 

司其 责，教师的任务是教学 ，而教学 的任务就是传授 

知识 ，思想政治教 育是政 -r人员 和管 理干部 的事 。 

这种 思 想认 识 是片 面 的 。虽然一 个 学校 的教 职员 工 

岗位不同 ，但他们都是 为着实现培养合格人才这一 

总 目标服务 的。也就是说 ，三支队伍分工不同 ，工作 

各有侧重 ，但育人 的任务则是共 同的。只有通过教 

学人员的教书育人 、管理人员的管理育人 、后勤人员 

的服务育人 ，才能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育人 系统 。如 

果思想政治工作仅是 由政工人员和管理干部来做 ， 

则力量就显得非 常单 薄。另一方面 ，如果教师在课 

堂上或者在与学生接触 的过程 中，发现学生有这样 

那样 的问题不 闻不 问 ，或者 只是 向校 领导 、辅导 员反 

映 了就算 完事 ，就 难 免会 造 成 思 想 政 治 教育 丁作 不 

及时 ，影 响 了教 育 的效果 ，或者 会 出现思 想政 治 教 育 

工作 的 “空 白点 ”、“真 空 带 ”，甚 至 会 酿 成 严 重 的 后 

果 。另 有一些 人 也 承认 教 学 具 有 教 育性 ，但 认 为 传 

授文化科学知识本身就是育人 ，只要完成 了教学任 

务 就达 到 了育人 的 目的 。这种认 为 在教学 过程 中思 

想政治教育可有可无 ，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可 以代替 

思 想政治 教育 的思 想 "dz是错 误 的 。如前 所 述 ，教 学 

具有教育性 ，文化科学知识能够改变人、造就人 。这 

是客观事实 ，但这 只能作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 ，并不等于说 只要学生掌 

握 了丰 富的文化 科 学 知 识 ，就 可 以成 为 国 家 的有 用 

之才。生活中不难发现 ，有 的人X,J-国家法律研究得 

很深透 ，但他们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 ，企 图逃避法律 

的制裁；有的人掌握 了现代高科技却用来进行智力 

犯罪活动。这样 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 。教师在教 

学的各个环节上 ，都应该不忘我们的办学宗 旨，充分 

认识到教书只是 手段 ，育人才是 目的。在传授文化 

科学知识的同时 ，合理安排和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的 

内容 ，对于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 ，促进大学生的全面 

发展是 很 重要 的 。 

还有 一 些人 担 心 ，强 调 了 在传 授 文化 科 学 知 识 

的过程 中加强X,l-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会影响教学进 

度 ，降低教学质量 ，笔者认 为这种担 心是没有必 要 

的 。 

首先 ，我们应该认识到教学任务的完成应该包 

括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方面 ，不 

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额外负担；传授文化科学 

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教学过程 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根 据教 学 内容 的需 要而安排 

的。脱离教学 内容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那是空洞 

乏味的。如果根据教学 内容的特点 和需要 ，插入和 

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将会 收到“润物细无声 ” 

的效果 。只要安排得 自然、科学、合理 ，不仅不会影 

响教学的进度和质量，还会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 ，提高学生 的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 、 

实践能力，使学生 比从单纯的文化科学知识 的“满堂 

灌 ”情况 下：fi-更 多 的收获 。 

三、如何将文化知识传授和思想政治教育融为 
一 体 

教书育人是一 门艺术 ，只要我们勇于探索 ，不断 

实践 ，做有心人 ，就能够将文化知识传授和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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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自然 融为 一体 。 

1．教师-*t-~强烈的教 书育人意识 

教 书育人是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 ，培养大学生创 

新能力 、实践能力 ，实现党的教育 目标 的重要环节 ， 

"dz是教师履行职责应尽的一份责任 。教师教书育人 

的意识 强不 强 ，是 否 把 在 传 授 专 业 知识 的 同时 渗 透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当作教学任务的一部分来完 

成 ，是搞好教书育人 工作的关键。在教学实践 中我 

们有这样 的体会 ，一样 的教材 ，不 同的教师来 教，学 

生所受 到 的思想政 治 教育 的效 果是 不 一样 的。其 中 

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 、教学业务水平 、思想道德修养 

等方面 的差异当然 是影响效果 的重要 因素 ，但教师 

是否把教书育人作 为 自己应尽 的一份责任 ，是否愿 

意 做教 书育 人 的有 心人 ，"dz是 一个很 重要 的原 因 。 

2．充 分挖 掘教 材 中可 以进 行 思想政 治教 育 的 因 

素 

各 门学科都可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但它与文 

化 知识 的 传 授 不 是 简 单 地 相 加 ，而是 有 机 地 结 合 。 

教 师备 课 时要 吃 透 教 材 ，紧 扣 教 材 内容 ，精 心 设 计 ， 

巧作安排 ，找准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切人点 ，切忌生 

搬硬套 ，游离于教学内容以外。比如 ，数学教师在讲 

到圆周率时n-I向学生们介绍 了我国南朝著名科学家 

祖 冲之 ，他 的发 明 比欧 洲 早 一 千 多 年 ，并 且 在 天 文 、 

历法和机械制造等方面均有重大成就 ，他的成就是 

中华 民族 的骄傲 ，"dz反映 了我国劳动人 民的勤劳和 

智慧。这将大大激发同学们爱我中华 ，建设祖国，热 

爱科学 ，勤奋进取的情绪。 

3．教 师要 为人 师表 

教师 的任务是为 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为国 

家培养合格的人才 。因此 ，教师本身除了应该有较 

高的政治理论水平 和教学业务水平外 ，还要有 良好 

的道德修养。教师应该以身作则 ，做学生的表率 ，要 

以 自己 的模 范 行 动 影 响 学 生 ，引 导 学 生 。 常 言道 ： 

“有其师必有其徒”。青年学生求知 欲望强 ，可塑性 

大。教师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会对他们的成长 

和其 以后 的人生道路产生一定 的影响。鲁迅先生的 

恩师藤野先生 ，穿着不太讲究 ，“有时竟会忘记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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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但对 教学 却是 一丝 不 苟 ，要 求 鲁 迅 将 笔 记 每 星 

期都 要送 给他看 一 回 ，并且 从 头 到尾 都 用 红 笔 添 改 

过了，让鲁迅先生“很吃 了一惊 ，同时"dz感到一种不 

安 和感激 ”。事隔 二十 多年 ，鲁迅 先生对 当时 的情景 

仍记 忆犹新 。为 了怀 念 这 位 没有 民族 偏 见 ，热心 以 

自己的学识 帮助 中 国人 民的好 教 师 ，鲁 迅 先 生 写 了 

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无疑 ，藤 野先生对青年学 

生的热心教诲和严谨 的工作作风 ，对鲁迅后来成为 

中国进步青年的良师益友及执着地追求真理和在创 

作 中 的一 丝不 苟 的性格 的形成是 产 生 了一定 的影 响 

的。 

4．进 一 步扩 大教 书育人 的空 间 

大学生在学校与教师在一起 的时间最多 ，除 了 

在课堂上 ，课外也有许多与教师接触和交往 的机会。 

因此 ，教师把教书育人 的空 间从课堂上扩大到课堂 

外 是完全 可 能 的 ，"dz是 完 全 必要 的。 如 看 到学 生 情 

绪低落 ，可以了解其是否在学 习上 、生活上遇到什么 

困难 ，或 者是 思想 上有 了解不 开 的疙瘩 ，应尽 可能提 

供一些帮助 ；发现某些同学学 习成绩明显退步 ，帮助 

其 分析 原 因 ，是学 习不认 真 的给予 批评 教育 ，属 学 习 

方法不当的给予指导；尽 可能抽 出些时间参加一些 

大学生组织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等等。 

总 之 ，要 做 教 书 育人 的 有 心 人 ，对 学 生 要 多 注 

意 、多观察 、多一份爱心 ，这样就能够把传授文化科 

学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就能够把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做深、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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