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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立德树人统领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靳诺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和学校办学导向，发挥着评价指挥棒的作

用。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紧紧围绕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以立德树人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改革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作为核

心要素，这对于推进立德树人机制建设，确保立德树人的统领地位，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改革对学校的评价，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立身之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高等学校

一切工作的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德树人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

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精神，2018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召开了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面对本科教育中

出现的理念滞后、投入不到位、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的导向等问题，必须

推进“四个回归”，也就是“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和“回归梦想”，

强调要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完善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首先要改革对学校的评价，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落实。

一是办学思想上，要明确立德树人中心地位。要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统领学校一切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

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要将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加强和改进

学校党的建设以及党建带团建队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

依法治校办学、维护安全稳定作为评价学校及其领导人员、管理人员的重

要内容，坚决克服重智育轻德育等片面办学行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

二是育人机制上，要形成“三全育人”合力。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领

学校一切工作，就是要求学校事业发展、人才培养体系、学科专业布局、

课程体系、管理体制、资源条件配置、保障机制、办学模式、育人方式等

都要围绕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来谋划、改革和建设，引导高

校的办学目标和各类资源、政策导向都主动聚焦到立德树人这个中心、这

个根本上来，特别是要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机制，坚持教

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统筹推进，形成培养目标一致、职责分工合

理、育人合力显著的立德树人工作格局。要把课程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突破口，全面深化课程改革和建设，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的协同，充分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

三是领导体制上，要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要

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党委在学校处于领导核心

地位，统一领导学校的工作，总揽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履行把方向、

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职责，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生

命线紧紧抓在手上，贯穿学校教育管理全过程，坚决克服短视行为、功利



化倾向。要建立健全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定期研究立德树人工作、

学校领导深入教育教学一线调研、为师生上思政课等制度。

二、改革对教师的评价，推进教书育人使命的践行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施主体和依

靠力量。高校要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最根本的是要建设一支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队伍。

完善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要把改革教师的评价作为关键，引导广大教

师认真践行教书育人使命。

一是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第一标准。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

书轻育人等现象，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

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动师德师风建设

常态化、长效化。健全教师荣誉制度，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全面落实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建立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制度，对出现

严重师德师风问题的教师，探索实施教育全行业禁入制度。

二是要突出教书育人实绩。将立德树人理念融入教师职前培养和准

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践行教书育人

使命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引导教师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

潜心教书、安心育人。要规范高校教师聘用和职称评聘条件设置，把参与

教研活动，编写教材、案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就业、创新创业、社会

实践、社团活动、竞赛展演等计入工作量。高校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职称，

至少须有一年担任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经历。要落实教授上课制度，

明确教授承担本（专）科生教学最低课时要求，确保教学质量，对未达到

要求的给予年度或聘期考核不合格处理。要将高校教材的编写使用纳入评

价体系，奖励优秀教材。

三是改进教师综合评价。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探索构建科学、多元

的人才评价制度，注重凭实绩、能力和贡献评价教师，推进人才称号回归



学术性、荣誉性。改进教师科研评价，突出学术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

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大力推行代表作评价，完善同行

专家评审制度，综合采用教师个人陈述、材料展示、面试答辩、同行评议

等多种灵活评价方式，鼓励教师提交学术论文、学术专著、译著、教材、

学术工具书、发明专利、重要研究报告、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多种

形式的业绩成果，全面展现教师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

能力贡献。

三、改革对学生的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学生是学校立德树人成效的最终受益者和检验者。评价学校立德树人

的成效、教师教书育人的成效最终要看学生的发展情况，是否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完善本科教育

教学审核评估，要把改革学生的评价作为核心，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

一是要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

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

签的做法，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注

重学生学习过程考核、学习能力考核，以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综合发展、

个性发展要求为目标，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

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加强课堂参与

和课堂纪律考查，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学风。探索学士学位论文（毕业设计）

抽检试点工作，完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严肃处理各类学术不

端行为。

二是要完善德育评价。根据学生身心特点，科学设计德育目标要求，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传承红色基因，增强

“四个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通过信息

化等手段，探索学生、家长、教师以及社区等参与评价的有效方式，客观



记录学生品行日常表现和突出表现，特别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

况，将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

三是要重视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建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专项

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作为

教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引导学生养成良好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锤炼坚强意志，培养合作精神。推动高校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劳

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促进学生形成艺术爱好、增强艺术素养，全面

提升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

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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