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论教育工作（2022 年）

要用好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继续把党史作为党校（行政

学院）、干部学院必修课、常修课。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

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

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

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习近平 2022 年 1月 11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

要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开展人权知识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特别是基层公务人员的人权知识培训。

习近平 2022 年 2月 25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忽视“劳”的作用，要从

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勿以善小而不为，

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成长为党和人民需要的有用之才。



习近平 2022 年 3月 30 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

讲话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统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和城乡一体化。

习近平 2022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

中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十分重视生态文明教育，中国小学

生们都从点滴小事做起，养成节能环保的良好习惯，学习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

习近平就气候变化问题给英国弗朗西斯·霍兰德学校小

学生的复信，据新华社北京 2022 年 4 月 21 日电

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希

望你们继续发扬严谨治学、甘为人梯的精神，坚持特色、争

创一流，培养更多听党话、跟党走、有理想、有本领、具有

为国奉献钢筋铁骨的高素质人才，促进钢铁产业创新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为铸就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钢铁脊梁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1 日给北京科技大学的老教授的回

信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

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

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思政课的本质是

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

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

斗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

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希望人

民大学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止于至善，为全国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学提供更多“金课”。也鼓励各地高校积极开展与中

小学思政课共建，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历来是人才荟萃、名家云集的地方。老教

授、老专家们为党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重要

贡献。希望中青年教师向老教授老专家学习，立志成为大先

生，在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上不断创造新业绩。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有世界一流的大师。要高度重视教师

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加强中青年教师骨干的培养，把人民大

学打造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人民大学馆藏红色文献，鉴证了我们党创办正规高等教

育的艰辛历程，是十分宝贵的红色记忆，要精心保护好，逐

步推进数字化，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启迪。要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

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加强学术

资源库建设，更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

辑、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

信息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



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

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中国人民大学从陕

北公学成立之初就鲜明提出要培养“革命的先锋队”，到新

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培养“万千建国干部”，到改革开放新时

期提出培养“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再到新时代提出培养

“复兴栋梁、强国先锋”，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

民”的精神品格。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传承红色基因，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人大师生的自

觉追求。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

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

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

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

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



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

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

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

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

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

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

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

优秀教师队伍。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

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

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

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广大教师要严爱相济、润己泽人，

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

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

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老师应该有言

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



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习近平 2022 年 4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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