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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科学技术的便利给教师、学

生都带了不一样的体验，“传道、受业、解惑”的方式愈加

多样化，学生不仅可以在课堂上获取专业知识，还可以在网络

平台上获取相应的教学资源，甚至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

向进行深入性学习。同样，教师的授课方式不仅局限于课本知

识，还要利用互联网平台给学生带来更加丰富的、生动的课堂

内容，课后还可以跨空间为学生答疑解惑。这种获取知识的便

利性与网络的开放性对教师教书育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加强高校教

师职业道德和技能修养，既是为师之前提，也是从教之根本，

更是知识革命时代教师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1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高校教师承担着培养全面发展高素质人

才的责任，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希望，而振兴教育的希望却在教师。

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从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服务社会等三个方

面提出了要求。

1.1教师要爱国守法

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过，决不允许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

大学课堂出现。教师的言行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

形成和变化有直接的影响。只有教师自己从内心深处热爱自己的

国家，尊敬守法，才能为学生做出更好地表率。

1.2教师要敬业爱生

教书育人，热爱自己的学生是高校教师师德修养的关键与核

心。教师要对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并且在教

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再进一步学习。同时教师要从学习跟

生活上关心学生。第一，教师要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既能及

时的发现学生的优点让其放大，又能迅速的指出不足让其改正。

第二，教师还要关心学生的生活，在学生需要的时候给学生关爱

与帮助。

1.3教师要服务社会

高校教师除了具备知识渊博之外，更应该道德高尚，应该自

觉守住底线，承担道义，用自己的人格支撑起一片理想的天空。对

于社会的不公平和阴暗面，应该坚定地予以抵制。同时，还要热

心公益，奉献自己更多的爱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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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联网 +”时代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带来的影响

“互联网 + ”简单的说就是“互联网 + 传统行业”，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信息和互联网平台，使得互联网与传统

行业进行融合，利用互联网具备的优势特点，创造新的发展机

会。“互联网 + ”在推动教育行业发展的过程中，也给高校教

师职业道德修养带来的影响。

2.1教师职业能力面临着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着知识和信息更新的速度加快，

各种新知识和信息纷至沓来，使人们处在知识大爆炸的社会环境

下，这就会对教师的职业能力形成巨大的挑战。例如：高校教

师的备课方式与授课模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从原来的课本，拓

展到了互联网；搜集资料的渠道由原来教学参考书，变成了网络

和其他信息工具。这无疑给广大教师提供了方便，但是，相应的

也带来了挑战。

2.2教师的职业目标受到了冲击

互联网＋时代的透明性更高，学生不仅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不

同教师的授课内容，老师还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自己的课程分享，

为社会教育事业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而这种网络环境下的信息

大融合，既包含了有益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的信息，又包含了

腐朽的阻碍人身心发展的思想。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深刻地

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沟通方式。这时候教师职业道德修养问题就显

得举足轻重，已经成为我们高等学校关注的重点。因此，为了更

好地实现高校的教育目标，高校教师首先要提高职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在新的时代中正确处理好教育教学上遇到的各种矛盾[1]。

3　“互联网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存在问题及

原因

3.1“互联网+”对教师的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的教学资源，教案等大多数都是以纸

质版资料为主，以课堂黑板为教学过程辅助工具。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大学课堂都配备了信息化教学工具。教师的教学相关资料

都是电子文件，一次完成即可多次使用。同样，原来单一的授课

模式也受到了挑战，在利用多媒体教学的环境下，教师需要提供

更加丰富多彩的教学环节才吸引到学生的兴趣，例如，一些音视

频教学环节。但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教师对于这些新兴的教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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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跟教学模式都不熟悉，对于他们有更大的挑战。2020 年初疫

情的爆发，打乱了原有的教学模式，尤其是高校。高校学生来

自五湖四海，为了满足学生应有的学习需求，原有的线下授课

环节直接改成了网上授课。网络软件的陌生到熟悉，都需要一

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从现实世界到网络的两端，教师不知道

如何展现自己的教学成果，不知道怎么了解学生的课后反馈，

这都是网络时代下给教师带来的不适应[2]。

3.2“互联网+”影响高校教师的教学风气

“互联网 + ”时代，教师更加“谨言慎行”。信息化时

代，消息传播非常快速，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仅

受到学校的管控，还受到全社会人关注。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

性，社会对教师行德行标准远高于一般人。例如，教师在课堂

上说的话，可能会被学生掐头去尾生成对教师形象不利的图片、

音频、视频等内容传播到网络上，不明真相的网友，不知前因

后果的“就事论事”，舆论的压力会对教师的心理以及事业带

来影响。有些时候，教师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就更加的“谨

言慎言”，把不该说的不说，不做的不做变成了能不说的不

说，能不做的不做，课下时间几乎跟学生没有学习上的交流，

更不说对学生的生活上进行关心帮助。这样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越来越远，既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工作，还不利于教师的教学

工作的改善[3 ]。

3.3“互联网+”挑战传统的师生关系

在互联网时代的冲击下，学生与教师两者间的沟通与交流逐

渐减少之，学生对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时间久了，教

师产生了倦怠的心理，越是这样，学生就更加不愿意上课。此

外，很多的教师不能够适应互联网的普及，而很多学生们非常

适应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学生喜欢互联网式的学习，而高校

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已远不如从前，对于信息技术的使用

能力不足，使得高校教师们的教学与高校学生们的学习之间产生

了差距和错位，也间接地促使高校教师们违背了自身的职业道德

修养[4 ]。

4　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

4.1建立系统性的教师职业能力评价机制

采用传统的职业能力评定和教学质量评估方式，可能会制约

对高校教师职业能力的判定，传统的评价体制只重视教师的科研

成果，忽略教师对学生的思想培养以及教学实践成就等，使高

校教师的职业能力出现单一性发展，使得教师职业能力不能满足

社会发展和学生的需要[5]。

4.2定期安排教师进行互联网教学适应性培训

既然教师不熟练信息化教学手段，定期给不适应信息教学的

教师以及新进教师进行培训。新进教师的培训是帮助他们快速适

应教学环境，为后续工作做准备。同样，在教师教学过程中，

通过他人评价以及自审来评估是否需要参加培训。学校可以定期

开展信息化教学评比，一是通过信息化竞赛来勉励自己，二是

通过观看其他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过程激励自己。

4.3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来保障教师言论权益

互联网的公开透明化，让教师“谨言慎行”。大多情况

下，一些断章取义的投机者通过网络带给教师的危害，滋事者

本人却自始至终相安无事。虽事后证伪，但是已经对教师心理

以及职业带来了不下的影响。只有严惩滋事者，从根源杜绝，

才能在事先起到警示的作用。

4.4高校教师自身加强学习和责任感来履行自己的职业职责[6]

一是要加强高校职业道德的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

平。高校教师在学习专业的同时，不能放松对思想政治的学

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做好自我思想教育工作，

时刻自我反省，自我思考，用新的理论知识武装自己，在潜移

默化中养成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体系。二是正确面对“互联网

+”时代的知识爆炸这个现实，高校教师应当理清思路，脚踏

实地，贯彻终身学习的理念。正视网络资源，合理利用网络平

台，努力将线下的优势移植到线上，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将学

习从课堂拓展到课外，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高校教

师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立足学科，以科研领域为牵引，

服务教学为目的，努力学习学科最新的知识，加强教育技术研

究，融合其他学科的先进理念，为教育教学服务[7 ]。

5　总结

董仲舒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虽然科技

突飞猛进，各种思想文化碰撞，高校教师确实面临着各种挑

战，但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谨慎自己言行的同时加强自身的

专业技能，言传身教，让学生无论从学习上还是从德行方面都

得到了更好地提高。“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

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在“互联网＋”时代，高校

教师队伍职业道德修养建设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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