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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道德提升路径研究
边永维

（泰国格乐大学）

摘　要：教师通过知识、技能的传递间接参与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人才培养离不开学校教

师的教育，能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师职业道德起到决定作用。教育事业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师德高

尚的教师能够主动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自觉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人才，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在

新时代的征程上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因此，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增强教师践行师德的自觉性，意义深远。本文从教师

职业道德入手，概述了教师职业道德的相关理论，并分析了教师职业道德提升的主要内容，期望能为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的提升、

学生的成长和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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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加

强职业道德师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次次实地走访、教育活动中做出了重要指示。有道德情操不

仅是对于好老师的基本要求，也承载着对教师高尚道德素养

的深切期许。总体上讲，我国	1792	多万名教师，大部分教

师能遵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全心全意从事教育事业，做到

爱岗敬业、关爱学生。然而，当前还是存在一些职业道德问

题，部分教师存在职业倦怠、有偿补课、侮辱学生等有违职

业道德、破坏师风的现象，让社会公众对教师的道德水平产

生了质疑和担忧。2021	年教育部新印发《中学教育专业教

师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文件，将职业道德实践培育

列为教师培养的首要内容，从战略高度为职业道德加固了防

线。因此，要紧抓教师职业道德提升工作，严防教师被社会

不良风气所侵蚀，从根源上塑造教师的优良道德品质，为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二）研究意义第一，教师职业道德提升的研究有利

于丰富和完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明确教师

职业道德提升的重要意义，充实教师职业道德学习内容，为

教师职业道德提升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第二，教师

职业道德提升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未来教师队伍在实践中的建

设。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提升将促进教师职业道德、个人品德

的发展，培育出有责任、有能力的好教师，进而促成整个教

师行业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二、相关理论研究

（一）职业道德概念职业道德不只是在教育劳动过程

中形成的。职业道德是“教师后天通过教育与培训以及在教

育劳动过程中的自我体验与修养，内化师道所形成和获得的

个体性的自觉自愿的品质，是教师满足生存需要、发展需要

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职业道德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教

师具备职业道德，符合有德之人有得的道德理想。职业道德

是教师已获得的个体主观德性，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般的社

会性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教师职业道德是作为特定社会阶

层成员的教师后天获得的个体性的职业品质，其最终承载者

只能是教师个体，即有社会职业规定性的教师个体自我。”

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客观规定、规约只能是回答教师应当如何

的应然存在，是为师之道，即师道。而职业道德强调的是已

经如何、实际如何的实然存在，是“社会规范在教师深层心

理结构的积淀和对教育职业行为内在的制约。”

（二）职业道德提升界定职业道德提升，是教师个体

道德与社会职业道德标准相统一的过程，是由道德他律向自

律的转变。因此，职业道德提升必将是系统化、长期化、日

常化的工作。职业道德提升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终身性、

时代性的特征。第一，科学性。职业道德提升需要遵循教育

规律，结合时代特征，始终以科学的培育方式向培育主体施

以正向的教育影响，为其日后的职业道德发展奠定基础。第

二，实践性。职业道德的养成离不开实践，职业道德提升也

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教师也只有在实际教学和社会性活动

中才能实现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在实践中养成，在实践中完

善，而且也只有在实践中职业道德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

第三，终身性。职业道德提升不是造器，而是育人，教师的

德性成长更是一生的事。职业道德提升需要教师个人通过树

立终身学习的职业道德观念，主动接受外界道德教育，积极

进行自我培育。第四，时代性。职业道德的时代性是指教师

职业道德所反映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各个时期的

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的时代性要求教师与时倶进，丰富和发

展中华优秀职业道德文化，而不是一味变革或是固守传统职

业道德。

三、教师职业道德提升的主要内容

（一）提高职业道德认知职业道德认识是教师职业道

德内化的开端，也是职业道德提升的第一个步骤，目的在于

让教师对教师行为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够辨别善恶。职

业道德认识分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

践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也是教师职业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教师需要在了解职业道德内涵的基础上，深入理解职业

道德理论，精准把握职业道德知识，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 键入文字 ] 在我国发展的不同时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作

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知识，始终结合时代特征，针对我国实

际国情，不断细化内容，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

面对教师提出了细致的要求，划定了教育工作的底线，指明

了教师的发展方向。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

学活动时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以及在此基

础上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品质。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凝

结着国家对教师的殷切期望，寄托了人们对美好教育的热切

期盼。教师十分有必要结合时代背景了解各阶段规范的基本

内容，深化其对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认识和理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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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更好地体悟规范的价值，从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规范的科学指导下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二）丰富教师职业道德知识首先，教师可以将日常

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教学道德问题与其他教师共同分享讨论，

从中汲取教学道德知识，破解教学道德困境。教师之间能够

相互学习、相互砥砺，在处理教学道德问题时各显所长。如

果教师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缺乏对教学道德知识的讨论，则

教师很难获得相关道德知识的进步。教师通过参加教师集体

间的问题分享和讨论，能够引起教师个体对自身教学行为的

审视，进而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否符合教学道德要求；当

教师个体感到无助之时，可以从教师集体中汲取力量；当教

师遇到挫折时，教师集体给予的信心和勇气对于教师个体来

说显得弥足珍贵。教师集体间对教学道德知识的共享和讨论，

无疑会提升教师解决教学道德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教师道

德素养的提升。其次，营造良好的学校道德氛围，促使教师

的道德进步。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师德高尚的教师的努力，教

师的发展同样需要学校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从这一层面来

看，学校的道德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教师道德的进步。

教师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教师总是要终身学习，求知上进，因

此许多教师喜欢模仿学习其他教师的良好道德素养和教学行

为，而道德知识不足的教师更会向其他教师学习。学校营造

出的民主和自由的良好道德氛围，无疑会影响到教师集体对

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寻，教师集体在这种良好道德氛围熏

陶之下，会使自身道德素养得到提升，也必然会把民主和自

由精神贯穿教学全过程，进而培养学生的民主和自由意识，

促进学生的思想觉醒。

（三）提升教师职业道德判断能力教师在进行教学之

时，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致使自身的道德认知与实

际道德行为不符，出现惩戒不公现象。所以教师除了提升自

身的道德知识还要增强自身的道德判断能力。道德自律和道

德勇气是教师提升道德判断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教师应当

为人师表，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景仰和敬畏心中的道德法则，

把心中的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作为一种自觉意

识，指引自己的行动。因此，教师的意志塑造是道德自律形

成的关键。意志就是教师努力克服外界的不良干扰因素，坚

守自己的良心，以顽强的精神去实现自身对道德的追寻。教

师在教学惩戒中应当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永葆教师的

圣洁典雅本色，以道德意志之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

到惩戒公正，使惩戒符合人性和教育性，实现学生更积极的

发展状态。道德勇气作为道德自律的辅助，使教师可以勇敢

面对教学中发生的不道德甚至是违法事件，即使教师感到恐

惧，却仍然坚守道德法则，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学生的合法

权益。

（四）加强家长与教师的沟通交流家长和教师影响着

学生的发展，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是教师执教中必须

要妥善处理的一种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教学成

效是否成功。当前，由于学生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师不同，

往往致使学生家长干扰教师进行公正惩戒，进而导致教师和

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发生。因此，学生家长应当经常性与教

师进行沟通交流。通过教师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改善学生

家长的教育观念。首先，学校在制定相关纪律条例时应当让

教师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交流，教师应当虚心听取学生家长

意见，对正确的意见加以积极采纳，报学校备案后施行。其

次，教师可以利用班会和家长会等方式向学生和家长宣讲纪

律条例，以此争取学生和家长的支持和理解。对于违纪情节

较轻的学生，教师可以先惩戒再告知家长；对于违纪情节较

严重的学生，教师可以实施惩戒并应当及时告知家长；对于

违纪情节严重的学生，教师应当先告知家长再实施惩戒。再

次，教师可以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允许学生家长成立家长

委员会，监督教师实施惩戒是否遵循道德要求，使学生家长

能够站在教师的立场思考问题，体谅理解教师，从而形成和

教师一致的教育理念。最后，学生家长要切实履行自己的教

育责任。部分家过于疼爱自家孩子，最终形成溺爱，当自家

孩子犯错时，总是怀有护短心理，作为家长不舍得对孩子实

施惩戒，甚至也不允许学校教师对自家孩子实施惩戒，因此

教师就很难实 [ 键入文字 ] 施公正惩戒。通过教师与学生家

长的沟通交流，使家长明白教师和自己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

的，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家长、教师和学

校三者之间形成教育合力，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教师工作中阻

碍因素，学生也能获益匪浅。

四、结论

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具有高尚的教师职业

道德素养，社会要求中教师既要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和高超

的教育能力，又要具备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素养，使得教师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教师作为学生灵魂的塑造者，具备良

好的师德是学生成人成才的重要保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道路上，师德良好的教师能够正确全面的认识自己工

作所承担的重大责任，能够深切体悟师德的重要意义，从而

为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做出知识、智慧和德性的贡献。本

文在深入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教师职业道德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提升路径，希望能对我国教育事业平稳有序发展和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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