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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加强教师职业道德

建设 

作者：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冯惠民    

 

 

【摘 要】本文通过对新时期教师道德的进一步认识，针对目前高校教师道德有

所滑坡的现象，深入探讨存在的问题，主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弘扬民族文化

精神，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强化爱岗敬业观念和刻苦钻研精神，勇于创新，奋发

进取，并进一步完善奖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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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教师一直是备受尊敬和称颂的对象。教师被世人誉为“园丁”、“伯

乐”、“红烛”、“人梯”，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职业被认为是“太

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教师从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新一代的塑造

者，文明之树的培育者和人类灵魂的是设计者。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

的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既为“经师”，更为“人师”一个

称职的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生产技能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思

想、政治、理想、品德、情趣、性情等个性素质的培养，这就要求从事教师职业

的人，不仅应具备厚实的知识功底，较高的学术水平，科学的教学方法，丰富的

教学经验，而且还必须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优良、高尚的道德素质、健康完

善的个性品质和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 “为师之道，端品为先”（张行简；《塾

中琐言•端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教育更加重视，在上个世纪末邓小平同

志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新时期的师德要求教师

以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审视自己的教育行为，自觉主动地

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教育思想，树立素质教育观念，既要教好书又要育好人。  

一、    认识与要求  

孔子曾提出为师者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千古格言。坚持“以人为本”处

理好教师道德建设，真正达到以德治教，提高育人水平。一所高校能否肩负起培

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合格人才的使命，关键也在教师，教师

的师德师风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培养质量和人才的质量。因而，了解掌握目前

教师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的状况，找出问题并切实地加以分析研究与解决，这

是摆在高校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重要课题。教师道德，是指教师在从事教

育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在教师职业活动范围内，教师

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校领导、教师与学生家长、教师与社会相互关系

的道德准则。教师道德包括教师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行为、

道德评价、道德品质、道德修养等内容。  

道德意识是指人们对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的理解和认识。道德意识是构成道德品质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形成一定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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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因此，教师道德认识，就是教师对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理解和

认识。  

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行为是受思想认识支配的，有什么样

的认识，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高尚的道德行为是在正确的、科学的道德认识的

指导下产生的，而不符合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往往也是由不正确的职业道德意

识导致的。  

“严谨治学，勇于探索”是教师在教学、科研活动中的道德规范。教师的基本职

责是通过“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人才。明代思想家黄宗羲说：“道之未闻，

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注：黄宗羲：《续师说》）这说明了

教师必须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把业务的提高和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统一起来。

对一个教师来说，爱岗敬业就是要热爱自己的职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事业。爱岗，是敬业的前提，敬业是爱岗的具体体现。诚

实守信，就是要求教师全心全意，而不能半心半意、虚情假意，更不能自欺欺人，

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对人、对事、对自己的义务，都

应当有一种献身的精神。办事公道，就是要求教师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一定要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实事求是，赏罚分明，自觉地做到公道、公正、公平。服务

群众，就是要求教师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帮助学生，

能为他们排忧解难，并热情地为他们服务。奉献社会，就是要求教师要有奉献精

神，甘于清贫，不仅教好书，而且育好人，在思想、道德、行为等各方面都成为

学生的榜样，能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感染和启迪学生，把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

合格人才输送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去。  

二、现象与表现 

当今高等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淡薄名利、爱岗敬业、殚精竭虑、无

私奉献，用自己的高尚道德情操去教育、感染学生，为学生作表率，同时也为维护和发扬高

尚师德传统作不懈努力。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快速

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多方向的改变。在吸

取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一些腐朽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乘虚而入。再加上高校不断扩招，

学校对教师道德建设不够重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教育系统教师的压力过大等等导致部分教

师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

育事业的思想淡薄了，个别教师甚至丧失师德，严重损害了高校教师和学校的形象，给教育

事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其一，对传统师道的背离，不务正业。我们传统为师之道既看重教师岗位，又对教师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淡泊名利、安居清贫、热爱学生、甘为人梯则是为师

者的座右铭。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拜金主义侵蚀了一些人的头脑，少数人对物质利

益强烈追求，价值目标呈现出功利主义倾向，，把主要精力投入第二职业上去，丧失了对学

生的热爱心与责任感，做出种种有悖师德的不良行为。  
其二，对教学不负责任，应付了事。这些教师责任心不强，没有积极向上的热情，对学校工

作敷衍塞职，马虎了事，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其三，对学校的教育事业漠不关心，教书不育人。这些教师一方面对高校有较稳定的生活环

境感到舒适、满意；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教师职业的平凡清淡，不情愿一味固守教学岗位，不

关心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不安心本职工作，主要表现为对学生没有强烈的责任心与爱心。这

种“教书不育人”的状况，常常引发出教学事故，影响教学质量。如上课时任课教师不经请示

批准，随意调整课程，随意改变上课时间，甚至有的任课教师擅自提前结束内容或缩短教学

时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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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对自身要求不严，不能为人师表。有些教师对自己要求形象不严，个别教师上课前叼

着香烟，甚至吃着零食走进教室，个别教师在公共场合衣冠不整，这些行为举止有损师表形

象。还有的因自己工作、生活不顺心，就在讲台上胡乱发泄，甚至宣扬不健康的言论。有些

教师不讲学习，不求进取，不讲学术道德，甚至剽窃他人文章，盗用他人学术、科研成果，

弄虚作假误人子弟。  
三、对策与思考  
第一，从教师自身来说，必须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培养对教育事业

的高度责任心和对自己应尽义务的极端负责态度，努力提高自身的师德修养水平。  
第二，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师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切实承担教育者的社会责

任，要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职业信念，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做爱岗敬业的模范；要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以真情、真心、真诚

来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第三，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全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期望值越

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成为合格的教育者，就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努力充实自

己；要具有崇尚科学的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争做终身学习的模范，如饥似渴地学习

新知识、新技能、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书育人的本领。  
第四，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我们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工作。我们要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

积极探索教育教学规律；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注

重培育学生的主动精神，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导学生在发掘兴趣和潜能的基础上全面

发展，努力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第五，以身立教，为人师表。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们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加强师德修养，把个人理想、

本职工作与学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追求，甘为人梯，

乐于奉献，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努力做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第六，从学校管理来说，必须多方面为广大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待遇，使

其能安居乐业，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  
（1）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建设一支高素质高质量的教师队伍，逐步在教师中形成优胜劣

汰、竞争上进的激励机制，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因为，教师队伍质量

的优劣、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的质量与水平。  
（2）把教书育人的状况纳入到对教学状况考核的重要内容中去，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教师进

行职业道德的评议，可以通过自我评议、群众评议和组织评议，对教师的师德优劣进行评价，

进一步作出评语或等级鉴定，从而达到促进教师职业道德的提高，鼓励教师积极做好教书育

人的目的。  
（3）完善奖惩机制，对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先进教师，每年要大张旗鼓地

表彰和奖励，奖励力度要大一些，而对一些不称职的教师则要进行批评教育、处罚、降岗直

至调离教学岗位。  
（4）进一步完善各项教学管理制度，要以制度管人，以制度育人，以制度创新，使每一位

教师成为高校乃至社会自觉维护法律和各项规定制度的表率，给每一位学生起到重要的影响

作用。  
 
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在辉煌五千年的文明中，载入了难以计数的优秀教育家。

教育工作者的光辉业绩，也形成了一整套至今熠熠闪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职业道德规范。诸

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