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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
既 可 平 衡 教 师 性 别 比 例 ，

又有助于培养青少年血性

记者：您 在 去 年 全 国 两 会 提 出

“实施退役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受到

各界广泛关注，引发强烈的社会共

鸣。请问您提出这一提案的初衷是

什么？

朱永新：当 时 的 主 要 考 虑 是 为

了缓解小、初、高教师性别比例不平

衡问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

据，2018 年我国小学、初中和高中男

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31.25%、43.22%、

46.11%，较 20 年前累计降低了近 20

个百分点。尤其是发达城市，男教

师比例下降幅度更大。不可否认，

女性具有感情细腻、亲切温和等适

宜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性别特质，

但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身体发育和

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男教师的刚毅、

果敢等个性特征，对学生性别角色

定位和品格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女性教师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教

育环境，不利于学生性格、心理和行

为方式的健全发展。实施退役军人

教师培养计划，可以有效缓解这一

问题。

记者：除了平衡教师性别比例，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的新时代背景下，“实施退役军人

教师培养计划”还具有哪些重要的现

实意义？

朱永新：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深 刻 指

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把立

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

作的根本标准”。退役军人进校园，

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师队伍立德树人一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的务实之举。

立德树人，要抓住关键时期。青

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

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处于“拔节孕

穗期”的青少年，不仅需要思政课补

钙壮骨、固本培元，更需要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良师引领。

退役军人立场坚定、作风硬朗、

纪律性好、执行力强，人生阅历丰富，

面对困难、遭受挫折时比一般人更有

韧性、更有毅力，本身就是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富矿”。

我 们 常 讲 ，天 下 兴 亡 ，匹 夫 有

责。从历史维度上看，凡是在世界上

建立不朽业绩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

个是没有血性的。中华民族一直都

有崇军尚武的优良传统。退役军人

经受过部队历练，身上具备这种血

性，和学生们朝夕相处，久而久之，会

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 初 ，我 只 是 从 解 决 教 师 性 别

比例不平衡这一角度，提出“实施退

役 军 人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这 一 提 案

的。今天，我仍认为，推动这项工作

对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血性、“堪

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大有裨益。

要以人格教育为突破口
既 要 解 决 资 质 问 题 ，还 要

解决学力问题

记者：今年年初，上海率先成立

专门培养退役军人教师的退役军人

学院，目前全国各地也都在积极推动

退役军人进校园。您是怎么看待这

项工作的？

朱永新：上海成立退役军人学院

的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广。当下，教师

的门槛越来越高，要让更多退役军人

进校园，首先要解决资质问题。可通

过多种途径，提升退役军人的学历，

让其具备当教师的资格。其次要解

决学力问题，培养退役军人自主学习

的能力。从保家卫国的军营走上传

道解惑的讲台，身份的转变对退役军

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储备提出了新

的要求，通过培训提升他们的学习能

力很有必要。

各地要借鉴上海的做法，借助本

地公共教育资源，为退役军人提供提

升学历及学力的平台，为国家培育更

多有底气、有志气、有骨气的新时代

退役军人教师。

记者：教师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除了理论教学、学科教育，教

师的重要职责是对学生进行人格教

育，帮助他们塑造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作为教育家，您认为退役军人

在学生人格塑造方面有哪些优势，又

面临哪些问题？

朱永新：2018 年 5 月，在北京大

学同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到

好老师的话题，指出要“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2021 年 4 月，在

清华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

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

全面发展的人。

人格教育的关键是用人格培养

人格、用情感培养情感。退役军人政

治立场坚定、道德品质优良，在人格

教育方面具备独特优势。

退役军人接受过部队的政治教

育，在基础教育学段的爱国主义教

育、国防安全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尤其在政治教育方面优势更明

显，是难得的德育教育资源。例如，

让退役军人担任中小学《道德与法

治》课程授课教师时，对课程的理解

和讲解会比普通教师更深。

当然，退役军人想要投身教育事

业，自身需要做相应的准备。例如，

学习教师的专业技能、全方位提升个

人素质等，否则即便进了校园当上教

师，也很难胜任岗位。

不会影响教育公平
既 要 畅 通 选 拔 渠 道 ，更 要

规范选拔机制

记者：退役军人进校园工作的顺

利开展，需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教

育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您认为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教育部门在这

项工作中应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

朱永新：退役军人进校园，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教师成

为让人羡慕的职业”“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重要论述的创新举

措，是将两者有机结合的生动实践。

在推进退役军人进校园工作中，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教育部门能够

实现共赢。一方面，退役军人作为优

质人力资源，经过专业培训和相应的

资格认定后走上教师岗位，有利于推

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质师资

队伍。另一方面，教师的工资待遇相

对较好、工作较为稳定，从教对于退

役军人来说是很好的就业选择。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可在部队和

学校间架设沟通桥梁。平时，现役军

人与孩子接触的机会不多，应注重培

养军人对孩子的感情，为将来从教打

下基础，这就需要让军人走进学校，

走到学生中间。

教育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为退役

军人进校园提供资源及服务。一是

开展技能培训。可以通过线上培训，

也可以定期组织线下集中培训，为退

役军人提供学习提升的机会。二是

实施专项培养。在现有的学历教育

机构中，为退役军人开设专门入学通

道，或创办专门培养退役军人教师的

师范院校，为退役军人量身打造本硕

博师范教育体系，促进优秀退役军人

在教育领域建功立业。三是提供政

策保障。出台相关政策，适当放宽退

役军人进校园当教师的准入条件。

例如，允许退役军人先工作、再考证

（教师资格证）；适当放宽退役军人教

师的年龄限制，为退役军人进校园提

供更多便利。

记者：有个别人认为，教育部门为

退役军人进校园提供便利可能会影响

教育公平。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朱永新：公平是相对的。退役军

人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国家。大

学生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上课

时，军人们正在祖国的边疆海岛默默

奉献，在军营里刻苦训练。国家为退

役军人提供进校园从教的机会和渠

道，不会违背教育公平的原则。而

且，退役军人进校园，也是许多发达

国家为改变教师队伍性别失衡所采

用的有效做法，一些国家还用立法的

形式给予支持，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可

供借鉴。

当然，推动退役军人进校园工作

要把握几条原则。首先是自愿，其次

是择优，最后是规范。自愿是指退役

军人自身有意愿投身教育事业，对教

育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择优是指

要经过专业培训及资格认定后，优秀

退役军人方可走上教师岗位。再次，

既要畅通选拔渠道，更要规范选拔机

制。师范院校可开通退役军人师范

生专门招生通道，每年招收一定数量

的退役军人师范生；地方教育和人事

部门在教师招聘中，优先考虑退役军

人师范生等。这些渠道都可以探索，

但一定要确保规范，做到公平公正。

总 体 而 言 ，现 阶 段 退 役 军 人 进

校园还缺乏制度机制上的支持。一方

面学校无法走进军营、走入军校，挑选

到优秀的退役军人；另一方面，也缺乏

相应的机制平台，让具备教师资格能

力且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退役军人

能够进入校园投身教育事业。因此，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教育部

门通力合作，推动退役军

人进校园工作体系化制

度化，可以说任重而

道远。

他扎根海岛教育 28 年，自制体

育器材 4200 多件，创编体育游戏近

2000 例；他参与乡村支教，把游戏带

进体育课堂，跨界书写“士兵传奇”。

他，就是“2021 年十大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退役军人、浙江省玉环市

坎门海都小学体育老师叶海辉。

1992 年，21 岁的叶海辉参军入

伍，成为一名坦克兵。叶海辉坦言，3

年从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性格与

人生。退役后，叶海辉来到坎门一

中，成为一名体育代课老师。

当他满怀热情投入教育事业时，

一道难题摆在面前——体育器材短

缺。“体育老师没有器材，就像战士没

有武器。”叶海辉第一时间想到自己

在部队时，带着战友们用木头和铁皮

制作模拟瞄准具的往事。

叶海辉通宵达旦，用旧报纸、透

明胶带制作出一批直径各异的纸球，

再根据课程需要，把纸球变成足球、

篮球、实心球……就这样，一批自制

体育器材诞生了。

尝到甜头后，叶海辉的发明欲望

一发不可收拾。迄今为止，他已自制

体育器材 4200 多件。这些纯手工打

造的教学器材，为学校节省了大量经

费，其中 8 项发明还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1997 年，叶海辉通过转正考试，

正式成为人民教师。

叶海辉知道，有了器材，只是体

育教学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提高孩

子们对体育课的兴趣。为此，他专门

拜“中国游戏大王”吴纪安为师，学习

创编游戏的技巧，并将游戏与体育紧

密结合。如今，在叶海辉的课上，可

运用的各类体育游戏近 2000 例。就

连最简单的“石头剪刀布”，他都能开

发出 30多种新玩法。

别人眼中的体育课可以强身健

体。而在叶海辉看来，体育课还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纪律性，磨砺他们的意

志品质。

叶海辉时刻关注体育学科的发

展，带领体育组成员大力开展“阳光

体育”系列活动，将教、练、赛有机整

合，做到“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

天天有健身”。

“我是老兵，也是老师，希望自己

的成长奋斗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叶

海辉期待，有更多战友离开军营后能

够走进校园、拿起教鞭，去指引、守护

孩子们的成长。

从坦克兵到“网红”体育老师，退役军人叶海辉——

三尺讲台续写“士兵传奇”
■文 豪

“弓步冲拳、马步横打！”暮春时

节，湖南省常德市第二中学操场上，

退役军人、国防教育特色班班主任伍

登铜正在教授学生打军体拳，学生们

精神饱满昂扬、动作整齐划一、口号

铿锵有力，让人仿佛置身军营。

两年前，常德市前移国防军事人

才培养关口，实施“军队人才苗圃”工

程。刚从武警某部退役的伍登铜，得

知常德市二中招聘退役军人担任教

官兼班主任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名。

通过层层选拔，伍登铜脱颖而出。自

此，这位 26 岁的武警部队退役班长

成为两个国防教育特色班的班主任。

他上任伊始就下定决心，把部队

的优良作风融入教学管理，培养学

生良好的素养。他所带的两个国防

教育特色班，出教室就走队列、被子

叠成豆腐块、鞋袜摆成一条线，就连

吃饭都是统一列队、步伐整齐地进入

食堂。

刚开始，学生们不太适应强度高、

标准严的军事化训练，部分学生连最

简单的齐步都走不整齐。“虽然我是个

老兵，但当班主任还是新手。”伍登铜

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经过一段时间

的摸索，他发现教学生不仅要强调体

能训练，而且要注重心理训练和自强

品质的培养。

伍登铜从电影《长津湖》讲到抗

美援朝精神，从董存瑞、雷锋讲到祁

发宝、陈红军等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

群体……学生们深受感动，叫苦喊累

的少了，挑战自我的多了，身上的“兵

味”越来越浓。

在筹备校园文化节的过程中，伍

登铜教学生练习摔擒动作，不少学生

训练时手肘脚踝受了皮外伤。他对

大家说：“如果不能坚持，可以退出。”

但顽强拼搏的精神已在国防教育特

色班生根发芽，没有一个学生退缩，

最终他们以一场精彩的摔擒术表演，

赢得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

在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

伍登铜从一名带领战友摸爬滚打的

班长，逐渐转变成为引导学生茁壮成

长的班主任。经过他的言传身教，军

事化管理被学生们内化为日常生活

习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

有板有眼，在文化学习上更是力争上

游、不甘落后。如今，他所带的两个

国防教育特色班已成为全年级的“尖

子班”，成为常德二中的品牌，被誉为

“永不言败的国防战队”。

从武警班长到国防教育特色班班主任，退役军人伍登铜——

血性阳刚打造“国防战队”
■吴 玥

习主席指出，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关于“实施退役军人教师培养计划”的提案引发广泛关注。在有

关部门积极努力下，各地或为退役军人开设专门入学通道，或创办专门培养退役军人教师的师范院校，退役军人师范教育工作得以快速推

进。日前，本报记者就退役军人进校园话题对朱永新进行了专访。

退役军人进校园退役军人进校园 当当好学生引路人好学生引路人
——访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访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著名教育家朱永新著名教育家朱永新

■文 豪 王立宏 本报记者 郭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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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退役军人、浙江省玉环市坎门海都小学教师叶海辉致力于

让体育课生动有趣。

图②：曾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的王永军，成为北京市 13家中小学

校特聘的国防教育“校外辅导员”。

图③：曾服役于武警某部的张宝旺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

图④：退役军人伍登铜带出的国防教育特色班参加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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