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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立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近些年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但仍存在理念更新较慢、支持体系薄弱、不
能满足多元需求的诸多问题。需要从工作体系、工作内容、工作方法、氛围环境等角度出发，积极构建整体协同、务
实高效、适应时代要求的体制机制；着力打造政治引领、思想强化的教育样态；努力提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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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长
足进步和发展，工作理念更加先进、行业地位逐步提升、工作
方式更加多样，思想政治工作逐渐从注重学生教育为主、教
师教育为辅，转变为学生和教师教育齐头并进。但是，高职
学校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呈现为
各种矛盾对立形态。这也成为新形势下高职学校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事”“时”“势”的不断变化给思想
政治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从现实环境来看，当今世界处于大
变革时代，各种思想观念和舆论导向构成教师置身其中的场
域，这也成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矛盾所在。

（一）思想政治工作理念更新跟不上社会变革
当今世界，随着世界市场的成熟完善、网络媒体的普及

应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职业教育提档升级等一系列巨大
的变化，高职学校教师成长发展的客观环境也呈现出新特
点，这就要求我们认清当前的客观环境，推动高职学校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在变化中创新，从而克服因环境变化所带来的
新情况新挑战。
１．局势之变引发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视阈之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变化是
这个时代的重要表现，受此影响，教师的成长教育环境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冲击、拜金主义的冲动、利己主
义的驱使等因素无不影响着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全球化浪潮下，广大教师“都有理想追求，有进取精神，但
主要体现在职业和学术上，而在政治理想方面存在着‘环境
不宜’，缺乏应有氛围”。在这种思想观念引导下，佐以市场
经济的外在冲击，部分教师会发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偏差，
重科研、轻教学，重利益、轻思想。
２．数字技术拓宽职业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空间。数字

技术为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创设“最大增量”的同时，也
为我们带来“最大变量”。教师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教师

是接受信息量的被教育者，其中既有推动教师思想政治进步
和发展的主流价值内容，也不乏有侵蚀思想观念的错误思
潮，教师如何提高思想警惕性，增强信息鉴别能力，不仅对教
师个人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有重大影响，同时还影响着教育
教学的成效。另一方面，教师是传播信息的教育者。教师掌
握着丰富的知识和教育的方法，往往会成为引领话题讨论和
价值传播的网络“意见领袖”，教师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把课堂从现实世界扩展至虚拟空间，教育引导更多的人
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提高网络鉴别能力、自觉抵御文化侵蚀
等等。
３．转型格局要求转变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我国逐渐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高职学校教师思
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是教育引导教师正确认识和对待对
外开放所引起的思想变化，特别是要防范化解西方意识形态
领域对教师思想上的渗透和冲击，这就要求要以理论灌输和
教育引导方式让教师提高甄别和防范的能力。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也
更加关注人民需求、结构调整、市场导向、社会现实等因素，
教育方式也从以往的理论灌输转向更加关注现实诉求。

（二）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持体系相对薄弱
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既有普通高校的一般特征，

又具有自身特点的个性要求，做好这一工程既需要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从宏观上把方向、做规划，也需要学校执行有力，
从微观上层层落实。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的基层支持体
系却相对薄弱。
１．党委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学校党委统筹负责学校各

项发展事业，制定学校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策文件，对建
设成效负有主体责任。从目前各高职学校制度建设来看，基
本都能制定明确的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做到有章可
循。但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工作
部、宣传部、工会、组织部等等各部门协调推进，部分学校往
往会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很多部
门缺乏各部门协调互动的联合工作机制，从而形不成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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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合力，影响了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２．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未充分发挥。２０１８年教育

部颁布《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
施意见》，指出要着力把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成为新时
代高校党建和业务双融合、双促进的中坚骨干力量。高职院
校“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概念，高职教育强调专
业（群）建设，因此其学术带头人的内涵不同于学科带头人，
包括专业（群）建设带头人、课程（群）建设带头人、教学团队
建设带头人”。因此，双带头人在高职院校具有更宽的主体
范围，所起的作用也理应是最具有建设效力的。但从现实情
况来看，部分学校教师党支部没有健全的制度体系，“双带头
人”制度也未得以有效落实，教师团队建设凝聚力不强，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有效开展。
３．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缺乏专业的工作群体和体系。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区别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队伍，是
专门针对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所建构起来的教育机制和团
队，而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队伍，主要是针对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而言的，主要包括思政课教师、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辅导
员、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等人员。从高职学校工作机制来
看，大部分高职学校都建立了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
涉及教师理论学习和思想动态的相关职能部门，但是从队伍
建设方面来看，很少有高职学校设置具体的工作岗位，专职
从事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４．考评监督机制有待完善。职业学校要从党和国家要求

出发，针对社会的期待，构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价和
监督机制。考评的主要着力点是“对高校教师在政治思想、
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法纪意识等方面所要达到的
具体要求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然后逐项考核评估，综合
评价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从高职学校的实际
建设情况来看，部分高校不能从思想政治、职业道德、遵规守
纪等各方面进行细化和区分，在某些考核指标上，往往会流
于宏观粗线条，不能把考评激励和责任落实相结合。

（三）教育服务供给不能满足多元发展需求
高职学校教师作为具有社会身份的现实的个体，在其成

长发展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不同的态度认知、价值取
向和发展需求。然而，部分高职学校提供的教育内容和工作
方法相对单一，两者之间的矛盾也会影响工作成效。
１．高职学校教师对待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不同态度面向。

大部分高职学校教师都能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教书育人
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并融入教育教学中。但也有部分教师
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灌输活动，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一说做意识形态工作，就好像是自己本不需要，却要被强加
什么、灌输什么。”甚至认为教师群体已经接受了长时间的学
历教育，不再需要再教育和再引导。另外还有部分教师对待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持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学校组织的各种
思想政治活动和自己的思想认识关系不大。这些态度反映
出部分教师思想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认知，这也警示我
们要做实做严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２．教师多层次需求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供给不契合。学

校往往不能正确区分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内容上的区别，把两者相互混杂“一锅端”，其实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应更加突出教师理论认识的高度，加强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用讲道理的逻辑论证方式让教师认清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另外，教师希望具有多层次、多形式的理论学习
方式，比如理论学习和实践研修相结合，在学习中增加更多
与时代联系紧密、社会关注度高、更能触动心灵深处的学习
内容。显然，仅仅用任务式的理论灌输形式很难满足教师多

层次的实际需要，这就迫切要求高职学校拓展实践教育内
容、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关注教师的所思所想所盼。
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能适应教师的个性特征。当前，

部分高职学校仍然存在工作理念落后、工作方法单一的情
况，大多采用开会议、看报纸、读文件、学理论等传统教育形
式，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更需要采用高效、便
捷、多样的形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根
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
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
问题的方法也不同。”高职学校教师肩负着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具有不同的个体需要，这就要
求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能采用“大水漫灌”的粗
暴形式，而更应关注教师的个性化和情感化，并充分利用网
络媒体技术带来的便利，让“大水漫灌”变成“精准滴灌”。

二、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策略
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要立足于所处

的时代方位、呈现的时代特点、表现出的理论难点。从工作
体系、工作内容、工作方法、氛围环境等角度出发，高效、有序
地开展高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确保正确的建设方向和目标
的实现。

（一）构建整体协同、务实高效的体制机制
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有自身的特点，构建整体协

同、务实高效的体制机制是增值赋能的首要任务。具体来
说，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强化责任担当，打造覆盖面广的工
作队伍。
１．做好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顶层设计。高职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顶层设计既承接国家关于思想政治工作
的指导思想，又立足于学校整体育人实际情况；既是对学校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长远规划和设计，又是对当下教育现状
的总结和凝练。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立足于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坚持把党和国家关于思想政
治工作、职业教育发展等内容作为基本遵循，也要结合自身
类型特点，科学设计规划，构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教师思
想政治工作规章制度。
２．构建以学校党组织为责任主体的工作机制。党的领导

是高职学校开展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教师思想政治
工作格局中具有把方向、谋全局、抓落实的责任。学校党委
主体责任的落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学校党委书记
等校领导亲自出马，切实抓好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
提升院系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院系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
的能力，通过开展支部会议、理论学习、谈心谈话、实践研修
等支部活动，保证党的领导达到“最后一公里”。
３．打造以引领力为核心的工作队伍。打造全面而高效的

工作队伍，需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增强并聚焦教师工作部
的教育功能和力量。在院系建设层面，要充分认识到院系组
织建设的重要性，“发挥院（系）党委（党总支）的政治核心作
用，履行政治责任，保证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上级党组
织决定的贯彻执行。”在具体操作上学院要把思想政治引领
和业务学习提升相结合，定期分析并组织学院教师的政治学
习、业务提升、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工作。

（二）打造政治引领、思想强化的教育样态
新时代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挑战、新任务

和新使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扣社会
主义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把党的政策有机融入
到教育中去。
１．加强政治建设，着力提高教师政治素养和政治鉴别力。

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高校教
师要政治素质过硬。之所以强调教师的政治素质，是因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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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素质是教师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的基本素养和政治前提，政
治教育既要求教师接受政治教育，又要在教育过程中贯彻政
治内容。坚持把正确政治导向摆在首位，坚持“四为服务”的
价值导向，坚守立德树人的育人导向。
２．强化思想引领，深入学习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社会主义
制度下的高职学校要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仅仅
是对学生开展教育，更是要加强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化对
这一思想的理论品格、思想脉络、实践价值的认识”，并见之
于行，使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
的思维方法”，用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
３．涵育伦理观念，强化教师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行为。恩

格斯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
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
教师作为立德树人的育人主体，师德无疑是教师深厚知识修
养和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要体现，各学校也把师德作为职务评
聘、岗位聘任、资格评审的首要环节，合格的老师首先要在道
德上过硬。所以，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增强教师教
书育人的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教育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
４．注重人文关怀，解决高职学校教师的后顾之忧。思想

政治能力的提升需要以具体需求为基础，只有满足教师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具体来看，高职学校要着力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薪资待
遇，发挥工会的作用，为教师提供子女教育、生活住房、节日
福利等方面的生活福利。完善教师治校制度，坚持并完善教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提高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

（三）提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服务供给
新时代高职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要以时

代发展为依据，坚持因时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聚焦教
师关心的现实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供高水准、多
形式、具体化的服务供给。
１．减少无效供给，防止出现脱离思想和工作实际的空洞

式灌输。无效供给不是不供给，而是以机械化的说教方式提
供无差别、不分对象、浪费式的供给。要结合推进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强化对科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阐释，统筹推进课程育人，抓好新教师的岗前教育培训，落实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发挥“大思政”教育教学理
念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教师业务工作为载体，将职业学
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教师评聘和培育培养全过程，同时
以教师职称评审、评优评奖、评价考核为抓手，把教师思想政
治表现从“软指标”变为“硬标准”，真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供给。
２．扩大有效供给，提供适应时代发展教师需求的教育内

容。教师行业具有自身特点的特殊性，往往具有家庭与事
业、教学与科研等方面的矛盾，这些具体现实问题也成为教
师发展的焦点问题。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的是现实
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们，是人们柔软的内心世界，所要处理的
是人们的思想感情方面的问题，因而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想象成机械的甚至刚性的方式”，必须要根据社会发展状
况和教师现实需求改善工作内容和方式，把握好思想政治工
作的时间、效力和程度，提供接地气的有效载体。
３．瞄准精准供给，以靶向思维增强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

性。高职学校教师群体具有多样性、个性化的差异，这就要
求在实际工作中注重精准供给，以靶向治疗的方式解决个体
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上的问题，具体来看就是要加强对教师的

解疑释惑，通过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疑惑来解决思想上
的困惑。这种困惑包括两类：一种是对外界现象认识上的疑
惑，特别是社会变化引发的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
阐释和政策解读等方面解疑释惑；另一种是教师在日常生活
中所出现的思想困惑，这需要立足于教师的实际需求，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增强思想政治
工作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四）形成积极向善、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
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基本条件。良

好的教育环境不仅能够逾越教师身心，还能激发教师的创新
意识和奉献精神。从社会现实来看，随着职业教育的突飞猛
进发展，各学校越来越重视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以促进思
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成效。
１．提高职业学校教师的社会地位，营造向上向善的人文

环境。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从环境氛围建设入手，
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稳步提高职业院校教师的经
济社会地位；同时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解决存在的重学历、
轻学力，重大德、轻师德；重知识、轻能力，重讲授、轻反思，重
形式统一、轻形式多样等问题，促进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化发
展。另外，相对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长期处
于边缘化的地位，要营造人人皆可成才的人才观，提高职业
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地位。
２．多渠道介入，营造健康清朗的舆论环境。舆论环境是

教师工作生活的外在影响因素，从学校工作角度来看，要积
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校园文化氛围，积极加强宣传力度，让全
社会了解高职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让高职教师成为
令人羡慕的职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除了营造氛
围，还要改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对于高职教师的思想认识
具有很大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环境
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
３．纳入质量考核体系，营造切实可行的制度环境。职业

教育质量一直是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话题，教育家黄炎培先
生在１９１７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里提出，必须“推广
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三者并重，强调
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国务院印发《国
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对职业
教育提出了全方位实施方案，充分体现“没有职业教育现代
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职教地位的提高离不开教师思想政
治工作的大力推进，这就要求将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纳入高职
院校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评、支
部建设成效、个人职务晋升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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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确保评价结果能够有效应用于教学改进。定期召开评价
反馈会议，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和学生，提出改进建
议和措施，推动教学的不断优化和提升。此外，学校应鼓励
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评价机制的完善，通过意见征集、座谈
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确保评价机制的可操作性。

结语
尽管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实践面临学科壁垒、教师培训不足、学生个性化需求难以满
足等诸多挑战，但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教师素养、创新教
学方法和完善评价机制，农业高职院校可以克服相关困难，
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有效推动协同育人的深入发展。未
来，期待更多的研究和实践能够优化该模式，促进农业高职
院校思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国家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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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９９，２１８．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２４７．

［１１］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与微循环［Ｊ］．思
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４（９）．

［１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Ｍ］．北京：外文出版
社，２０１４：６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ＨＡＯ Ｌｉ－ｊｉ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ｏｒｋ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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