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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道德观、法制观的教育，让他们明白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文章从

作为“基础课”教师存在的问题和应具备的素质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老师

必须具有高尚的师德，良好的师风，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积极实践，完善知识

结构，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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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是 2005 年新方案

实施后的第一门课，不仅把原来的两门课程合设为一门课程，更为重要的是在内

容结构上作了科学的整合。与之前的模式相比较，课程体系的高度整合性对原有

的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人生观理论的知识教育，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意

识及法制观念的教育。  

在呼唤素质教育的今天，不能仅仅只是要求学生明白几个道理，更重要的是希望

通过每一个鲜活的事例、每一次生动的教学对他们有所影响，有所教育，让他们

懂得如何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心理状态，如何树立正确的道德意识法制

观念。这是基础课教师的首要任务，同时也需要授课教师对自身的素质加以审视，

以更好的适应新的教学环境。  

一、基础课教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我国的高等教育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随着全国各大院校的扩

招，大学教育从精品教育过渡到了大众教育，现在的学生文化基础与以前相比有

一定的悬殊，现实中存在有的学生对基础课不感兴趣，态度消极，虽然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是作为教师，自身的素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面对一个忙

碌、紧张的功利社会，有的教师忘记了肩负的责任，缺乏工作热情，消极对待，

过度的追求地位、声誉。把名利看重了，把学生看轻了。归纳起来表现在几个方

面：  

第一、安于现状，惰于创新  

有的老师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后，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教学模式，并且也很享受简

单地当个“知识小贩”，又或者是做个“搬运工”，整个教学过程中主要工作就

是简单的买卖，把所教的知识从教科书搬到教案，然后又从教案搬到课堂。年复

一年千人一面，内容也是索然无味，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有限的阅读，狭窄的视

野，使得教师走不出自己日常工作的习惯性思维，突破和创新几乎成为不可能。

工作数年，疏于整理和归纳，流连于简单的教、授，在科研上也没有任何突破和

改进，几年甚至没有一篇论文或一个课题，这样又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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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抱怨不满，缺乏激情  

允许教师在工作之余就些许工作远景、环境、待遇等方面加以适度的讨论，这也

是抒发各自压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有的教师却把不满常常挂在嘴边，什么待遇问

题、教学环境、后勤保障、学生素质问题等等，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处于具体教育

情境中的目的是什么，缺乏工作激情，缺乏责任心，备课不充分，讲起课来零乱

无序，抓不住要领，这和撞钟的和尚没什么区别，如此态度又怎能保证良好的教

学效果。 

第三、颠倒秩序，主次不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高校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面对方方面

面的诱惑，少数教师甚至把本职工作当成副业，把兼职副业当作为主业。这对于学生而言，

的确难以服众。马卡连柯曾说“学生原谅教师的严厉，科班甚至吹毛求疵，但不能原谅他的

不学无术”这种颠倒秩序，主次不分的情况，我们应该自醒，坚决杜绝。  
二、基础课教师素质的构成  
一名合格的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者，更应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乐于奉献，

满腔热情地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服务，以完美的学术风范吸引和说服学生，帮助他们树立责任

心。我们“基础课”的课程目标就是解决大学生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结合从中学到大学身份的

转变，着重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让他们明白怎样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作为一个教育的传承者，应该有一定的自我要求，具备一定的素质，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尚的师德，良好的师风  
对教师而言，高尚的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构成，而师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师
者，范也”。基础课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养成和法律自律，引导学生向着真善美开启

心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和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正所谓“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尚且能够提出身教重于言教，更何况

是身处繁华的我们。青年学生在大学时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品德操行的定型期，我们教

师一定要在潜移默化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另一方面，师德体现在老师对教育的责任感，

对孩子的关爱心。对教育的责任感，对孩子的责任与关爱是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条件。

其中，爱学生是教师诸多要求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的全

部技巧在于如何爱学生”。可见，作为一名教师，对学生首先要付出的是无私的爱。汶川地

震中人民教师谭千秋用生命作支撑，舍身护生；女教师严蓉在救下 13 个学生后殉职，一岁

半的女儿却成为孤儿；还有人民教师张米亚，当救援官兵在废墟中找到张老师的时候，他是

跪仆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还活着，而他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

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之锯掉才把孩子救出…还有许多象这三位一样的可敬的

老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教师的责任，用切实的师爱诠释了老师这个最神圣的名称！  
第二、在专业上不断完善和提高  
人们常说“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而事实上，一桶水如果是只流不进的话，总

有干涸的时候。身处信息时代，教师也必须适应信息时代的教育不断学习。如今的孩子早已

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现在的社会如此的“精彩”，充满着很多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这么

一群懵懂少年让他们迅速准确判断是非对错的确有些难度，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与时俱进，

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及时出现在他们需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他们思想上、生活上

的引路人。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善用现代化媒体，克服传统媒体在空间上的限制，通过声、

像、形甚至动作等感官刺激，以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展示学习材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质量。只有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以掌握相关知识，才能提高文化

和专业素质，真正做到精业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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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积极实践  
一方面教师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另一方面勇与创新，积极实践也是

教学的重要保证。“创新”并不是需要我们增加额外的教学负担，不是教学任务的增加，要的

是我们在习惯了原有的教学方式，工作模式后，重新跳出来，以一种新的眼光，角度审视旧

的方法、态度。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学生的心理特点，素质水平千差万别，教师所

面临的教育情境千姿百态。在具体的教育中，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没有一成不变的方

法可以照搬。创新，它就在教师的一言一行中，在教师的每一堂课上，在教师的每一次困惑

和顿悟中，在教师对放弃习惯，偏离常规的尝试中。虽然探索的道路上不免坎坷，免不了山

穷水尽的困惑，却更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惊喜。  
第四，关注实践，积极反思，教育理念常活常新  
任何教师的成长都离不开实践的锤炼。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后，要学会梳理。通过过去

的经验，结合对这些经验的反思，通过反思来纠正自己的实践，得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常活常

新。 
教师是教育目的、意义、价值、任务的直接体现者、承载者和实践者，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

和主导者。一位教师本身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他的学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个教师自身

素质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为人处事。作为一名有幸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的前沿和主阵地上的教师，更应该发挥本身的战地优势，以身示范，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

关爱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享受美好的教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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