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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域下
高校教书育人略析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秦在东，靳思远
(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把握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教书育人的脉搏需要认识理解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的关系。通过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可知，立德树人既是教书育人的逻辑起点，也是教书育人的价值

归宿，贯穿于教书育人的全过程。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优化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历史进程的三大任务共同决定了高校教书育人必须在立德树人的视域下进行。践行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

教书育人需要培养教师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以德立身、立学和施教相统一

的三大教书育人意识;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教书育人文化，增强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文化建

设; 构建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的内部育人机制和外部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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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

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
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

任。”［1］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了高校教师教

书育人的方向。当前，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开启新

的历史征程，肩负新的历史使命之时，要求我们从

理论上重新审视高校教书育人问题。

一、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教书育人

何以理解

高校在立德树人的实践中必须遵循教育事业

规律。马克思强调，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

和必然的联系。”［2］列宁曾指出: “规律就是关系

……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3］毛泽东

也谈到:“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

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

此就能够被认识。”［4］习总书记将我国教育事业

规律性认识总结为“九个坚持”，其中第二个坚持

就是“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1］。因此，

要牢牢把握教育事业规律，必须将教书育人置于

立德树人的视域下进行考察。
( 一) 立德树人是教书育人的逻辑起点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高校肩负

着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立什么德”“树什么人”
是教书育人的起点问题，是教育工作必须首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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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问题。“立德”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

期。《左传》记载，范宣子问叔孙豹何谓“死而不

朽”，叔孙豹认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强调追

求高尚的道德修养，在“三不朽”中为至上。《左

传正义》中也对“立德”进行了阐释: “立德，谓创

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

穷。”意指“立德”就是要为国家创制律法，为个人

创建做人的准则。《运命论》中讲到: “若夫立德

必须贵乎? 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

也。”［5］意指立德与是否尊贵无关。这是中国古

代关于“立德”的思想，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的 教 育 要“立 什 么 德”? 作 为 上 层 建 筑 的

“德”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社会主义社

会是在对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根本变革基础上

建立的新型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这

种社会需要建立和发展一种与以往的私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型的道德，即社会主义道

德。社会主义道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

体主义为准则的道德。它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

基础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并且是为维

护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服务的。”［6］我国高等教育强调的“立德”应该

是清晰的、具体的，而非模糊的、抽象的，这就是立

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准则的社会主

义之德。需要强调的是，立社会主义之德的核心

任务是使青年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

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
社会的德。”并强调“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

身。……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

才方能用得其所”［7］。
《管子·权修》载: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

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树一获

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管仲的论述揭示了“树人”的重要性、长期性。那

么，在当代要“树什么人”? 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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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有用人

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

的方向目标。”［1］习近平总书记对“树什么人”给

出了明确指示，即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树拥护党的领导、社会主义

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人。
( 二) 立德树人是教书育人的价值归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 教师是

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
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

的使命。在我国，教书育人是指: “教师向学生传

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科学

文化素养，发展学生的智能; 同时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以自身的道德行为为示范，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8］简单来说，教书就是教师传授文化知识的

整个教学过程，育人就是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书和育人是互相渗透的。
高校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无论自觉与否，无

论认可与否，都会以自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去教育影响学生。因此，教书中必然包

含育人。另一方面，育人也离不开教书，离开高质

量的教书空谈育人，育人就会失去基础，育人任务

将无法完成。因此，教书和育人是相统一的，这是

教书育人的客观规律。高校教师在不同的教学岗

位和全部的教学环节中，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来理

解自己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责任，并将这种意识

贯穿到教书育人实践中。立德树人本质上是关于

培养人的工作，立德树人的当代意蕴为立社会主

义之德，树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的

终极指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
从个体价值出发，立德树人是促进主体性发展为

核心内容的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价值上讲，立德

树人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教书育人的最终

指向也是关于“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问题，因

此，教书育人是立德树人的载体，是立德树人的条

件，是立德树人的途径，立德树人是教书育人的落

脚点，是教书育人的最终目的，是教书育人的价值

归宿。
( 三) 将立德树人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

应当指出，在高校教师队伍中，存在着对教书

育人的不同程度的错误认知，譬如有的教师秉承

教书育人“分离论”，他们认为教书和育人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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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认为教师只负责教书，政工干部才负责育人;

有的教师信奉教书育人“混淆论”，认为教书就是

育人，无需再专门强调育人; 更有其者信守教书育

人“轻重论”，认为教书重于育人、德育轻于智育、
科研重于教学。显然，这些观点都是对教书育人

的错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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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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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总书记对如何进行教书育人提

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将立德树人贯穿教书育人

全过程。在立德树人中，立德为先，立德是根本、
是核心，树人在后，树人是目的，是教育价值追求。
要想达到育人的最终目的，在课程备课、课堂教

学、课后实践以及考核各环节，高校教师必须以高

度自觉意识将“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立德树

人目标贯穿教育教学过程，真正把立德树人落实

到平凡、普通、细微的高等教育教学全过程，对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

品德的发展，不断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

二、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教书育人

何以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中总

结了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就

是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习近平强调:

“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

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新时代必须以

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

战略眼光认识教书育人问题，必须在立德树人视

域下认识教书育人的必要性。
( 一) 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 报 告 中 强 调，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9］。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事关党的伟大事业。“一个人若只

生活在当下，不关心这个种族的来路和去处，那么

不论他的能力有多强、成就有多大，他也注定只是

浅薄的、短暂的存在。”［10］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不仅包括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从更

宏观的人类发展史视角来看，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还应包括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深邃的历史眼光

审视党和国家所处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学会从人

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域下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必然性，超越浅薄的、短暂的存在困境，走

向真正的、有底蕴的、有历史眼光的存在。人类迄

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这里的“人”
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的概念的集合。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

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

生、创造历史。”［11］167在新时代，创造历史的“具体

的人”当然包括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为实现共产

主义而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每一位青年大学生。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迈进。这是党和国家

工作的大局，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12］。
在立德树人视域下进行教书育人不仅有利于提升

大学生的核心素养，更有利于从人生的高度、广

度、深度上促进青年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使青年

大学生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明确自身在

中国历史上所承担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将个

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统一起来，在历史的

长河中书写永恒。
( 二) 优化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 “要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

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

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

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1］习总书记明确地

指出了当前教育评价指挥棒的问题。唯分数、唯

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疾的存在，使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不适

应、同人民群众期待不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

际地位不匹配。如何解决习总书记指出的当前教

育评价导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研

究的重要课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高等教

育的地位作用在变，从原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基

础支撑作用向支撑引领并重发展……环境格局在

变，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走向世界教育的中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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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与治理。”［13］客

观存在的挑战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面对新的要求，必须优化社会主义高等教

育，必须优化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必须优

化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而在立德树人视域下树立

教书育人的理念有利于高校以“立什么德”“树什

么人”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

衡量办学水平的最主要标准，扎扎实实地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从根本上优化社

会主义高等教育。
( 三)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

由之路

教育乃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九大报告指

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

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

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十九大

报告从国家发展、国际竞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中

心这四个战略维度把教育的地位、作用和使命提

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教育发展明确了新

的历史坐标。从国家发展坐标看，建设高等教育

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国家各

项事业中，高等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先行先导; 从

国际竞争坐标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走上世界舞

台，这就需要我们坚定教育自信，扎根中国大地，

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 从现代化建

设坐标看，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

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必须加

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一步支撑实现国家现

代化; 从以人民为中心坐标看，办好人民满意的高

等教育，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14］高等教育所处的新的历史坐标昭示了

走上世界舞台的高等教育对于我国落实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

史进程的重要意义。在立德树人视域下进行教书

育人有利于瞄准新坐标，深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实现高等教育的内

涵式发展，真正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三、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教书育人

何以践行

践行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教书育人可以从培

养教师“三大”教书育人意识、建设立德树人视域

下教书育人文化、完善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

机制三种路径着手。其中培养教师教书育人意识

是先导，建设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文化是条

件，构建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机制是保障，三

种路径只有紧密结合，才能形成合力，从整体上增

强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教书育人的实效性。
( 一) 培养教师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

意识

增强教书育人意识是践行立德树人视域下高

校教书育人的前提。这里的教书育人意识，是指

教师在育人方面具有强大的立德树人思想动机，

以积极的态度、强大的内在动力主动做好教书育

人工作。这种意识能够发动教师的教书育人行

为，能维持教师育人行为向特定目标即立德树人

努力，能将教师育人行为的积极效果对该行为的

再现起到强化作用。具体而言，教师应培养教书

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以德立身、立

学和施教相统一的三大意识。
教师要培养教书和育人相统一的意识。教书

育人是教师最为鲜明的职业工作形式，也是学校

教育最为重要的实践方式。“教书和育人是德育

和智育关系在教师职责上的统一……既要坚持教

学的科学性，又要坚持教育的价值性; 既要对学生

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学，又要对学生进行人文

精神教育。”［15］教书和育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这是教书育人的客观规律，教师必须将教书、育人

统一起来，牢固树立教书和育人相统一的意识; 教

师要培养言传和身教相统一的意识。语言是人类

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在学科专业化高度发达

的今天，语言的抽象化程度更是不断加深。广义

的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口头语言生动

形象、简单直接，书面语言准确深刻。教师在教书

育人中要艺术性地驾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身

教是教师在思想支配下的一系列动作、行为，它是

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在育人

过程中，行动往往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行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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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不言而信。”教师应该特别注重身教，因为当

教师起表率作用时，教师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人
格化的育人载体［16］。其育人实效性在一定程度

上远远大于言传。高校教师要培养言传和身教相

统一意识，最大限度提升育人实效性; 教师要培养

以德立身、立学和施教相统一的意识。教师要以

德立身。人无德不立，懂得礼仪、注重德行是立身

之根本。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人之楷模

的教师更应该注重德行、以德立身。教师要以德

立学。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作为教师

应该以德立学，好学乐学。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

“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坚

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

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11］397 教师“读书育

己”是“教书育人”的基础和前提，教师要不断更

新知识，接受新的理论，树立自主学习、创新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
教师要以德施教。教师在立德树人过程中不能仅

仅以“理”施教，更要以“德”施教。“师者虽非人

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17］为师的首要前提就是

德性，高校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要加强德性修

养，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遵循

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更要善于用教师应有的德

性来教化学生，牢固树立以德立身、立学和施教相

统一的意识。
( 二) 建设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文化

高校教书育人文化不仅对于教师教书育人全

过程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

方式有着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具有重要的

育人功能。但高校教书育人文化不是自发形成

的，而是需要通过自觉培养才能形成。高校要努

力营造促进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建设立德树人

视域下的教书育人文化。
从内容上看，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教书育人

文化应当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果、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文化成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和基于各

高校校史精神积淀的独特的教书育人文化，最核

心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方法论上

看，用教书育人文化来化人，就是指高校教师要理

直气壮、旗帜鲜明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理论武装学生头脑、“用社会主义建

设的辉煌成就感染学生、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成

果教育学生、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粹激励

学生，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感动学生、用科学真

理和道德典范教化学生”［18］、用高校校史精神积

淀的独特的教书育人文化浸染学生。具体而言，

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教书育人文

化建设。习总书记指出: “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

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

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1］165高校要立足于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

导，以本校历史沉淀的某种精神为底蕴，挖掘在本

校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教书育人价值的文化因

素，始终将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文化的创新

聚焦于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和科学文化

知识提高上。虽然高校各自的历史传统、办学理

念、大学精神、地域环境等因素不同，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全体社会成员价值认同上的“最大

公约数”，是高校教书育人文化的价值旨归，是建

设高校教书育人文化的基本遵循。高校可以以大

学精神、校训为切入点，充分挖掘高校历史传统中

立德树人视域下的教书育人文化因素，抓住自身

大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将其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例如，高校可

以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各自大学特有的历

史传统、独特的大学精神、鲜活的教书育人案例故

事等编成教书育人文化读物，并纳入学校公共课

课程体系，切实提升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文

化实效性。
( 三) 构建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机制

构建教书育人的有效机制，是落实立德树人

视域下教书育人的重要保障。立德树人视域下教

书育人机制主要包括党委领导下的以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队伍为主干、高校专业课教师为主导的内

部育人机制，家庭育人、学校育人和社会育人相结

合的外部协同机制，内外部机制优势互补，共同构

建和形成立德树人视域下的教书育人格局。
以高校党委领导为核心、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队伍为主干、以高校专业课教师为主导的内部

育人机制是取得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成效的

有效机制。党的领导是推进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

育人的根本保证。任何企图淡化、否定、脱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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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做法，都将把教书育人引入歧途。高校要

在党委领导下制定《教书育人实施细则》，使立德

树人视域下的教书育人实践有据可依。践行立德

树人视域下的教书育人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队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由三部分组成，即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队伍，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政工干部、教师( 辅

导员、班主任) 队伍［19］。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

精、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践行立德树人

视域下教书育人的根本保证和长远大计。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要拓展选拔视野，抓好教育培训，

强化实践锻炼，健全激励机制，整体推进高校党政

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

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

等队伍 建 设，保 证 这 支 队 伍 后 继 有 人、源 源 不

断。”［20］高校专业课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主导力量，

高校教书育人主体具有多样性，只有通过整合教

书育人主体力量、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形成教

书育人的强大合力，立德树人视域下教书育人成

效才能保证。学校要完善教师评聘和考核机制，

增加课堂教学权重，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

课堂教学上，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实施师德一

票否决。改变有些教师重智育轻德育、重科研轻

教学的倾向，加强教书育人培训，规范教师教书育

人行为，同时建立教书育人的评估体系和相应的

奖惩激励机制，表彰教书育人先进典型，形成积极

政策导向的良性循坏，切实把立德树人贯穿至教

书育人全过程，确保教书育人的实效性。
家庭育人、学校育人和社会育人相结合的外

部协同机制可以使三方面教育功能相互补充，从

而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力量，形成教书育人的

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家庭是社会的

微观组织。“家庭不仅承担从事生产生活，为人

提供生活基础的功能，还承担着教化家人，为家人

提供秩序的治理功能。”［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

教育对立德树人视域下的教书育人意义重大，家

庭要成为以文化人、育人的基本单元，家长要自觉

树立、引领良好家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一致的良好家规。高校是大学生完成社会化的

重要场所。学校是正式、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化

的场所，大学生通过参加学校有计划有组织的课

程设计和实践活动，能够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在学校立德树人的工作中实现自我教

育。社会是连接国家、家庭与个人的纽带，社会要

担负起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责任，为“以教书育人

文化化人”营造良性的文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

持服务家庭教育。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

才的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学校办学安全托

底，解决学校后顾之忧，维护老师和学校应有的尊

严，保护学生生命安全。”［1］因此，立德树人视域

下的教书育人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家庭育

人、学校育人和社会育人结合起来，探索加强学校

与家庭、社会沟通互动的良性运行机制，形成教书

育人的外部协同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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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Morality Education

———A study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QIN Zaidong，JIN Siyuan

( School of Marxism，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the main idea of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mo-

rality edu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y study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we can see that morality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logically starting point，
but also the outcome of value，which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educating people．The three tasks，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optimiz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n socialist higher education and push-
ing forwar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decide the importance of morality education．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eachers’consciousness of unity between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unitybetween verbal instruction
and teaching by personal example，as well as unityamong virtue，learning and teaching; to guide the culture of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educating people by socialist core values，and to strengthen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morality education; as well as to
construct the relevant internal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Morality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art Knowledge and Educate Peopl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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