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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基于“四有”好老师标准，探究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
赵莹莹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4）

摘要：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师德师风方面的问题，结合具体实践情况，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可以基于“四有”好老师标准进行实践探索。

从理想信念入心、道德榜样示范、教学质量导向、校企协同引导等入手分析并总结实践经验，这为其他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也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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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中提道：教师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

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

学术规范相统一。”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师德师风方面的问题基于

四有好老师标准对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概念解读

（一）师德师风

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师风，即教师的行为作风。新时

代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谈到对老师的要求，

古人韩愈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何为传道？所

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仅要传播知识，更要言传身教，

从自己的品德和行为来以身作则、影响学生。何为授业，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老师是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还要交给学生学习

的方法。何为解惑，不是学生一有疑惑，就去解答，需“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才能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其实深层次分析，从古至今，

对老师师德师风一直很重视。千百年来，词换魂不换，从未降低

过对老师师德师风的要求。

（二）“四有”好老师

2014 年，在第 30 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

师范大学时首次提出了“‘四有’好老师”这一概念，要求教师

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古人言，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这“四有”好老师的正是经师与人师的融合，

老师不仅是学生知识上的引路人，更是指引学生正确道德和信念

的引路人。仅仅重视传授学识，而忽视道德培养的老师，仅做“教

书匠”，是注定要被时代淘汰的。

二、当前高职院校师德师风的问题

新时代对高校教师要求并未因学校层次而有所区分，但高职

院校确实比本科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反映出来更多的问题。

（一）价值观出现问题

个别老师存在思想不正、缺乏信念的情况。不仅自身在大

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能端正态度，甚至在课堂上大放厥词、臆

测历史、诽谤诋毁英雄等。有些老师常表现出一种崇洋媚外姿

态，大肆鼓吹国外优越、抨击放大国内小概率事件等等。部分

老师丝毫不顾及自己老师身份及责任，公开场合发表不当言论，

如歪曲历史、抬高物欲或钱欲对人的影响，鼓励学生向“钱”

看等等。

（二）学术不端

在高职院校中，学术不端问题是较为严重。这里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有个别老师思想不端正，为了个人利益，

如评职称等原因，抄袭或者让人代写论文，伪造学术成果或窃取

他人成果等等。客观原因是有许多高职院校自身发展不足，也没

有为老师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教师学术素养的平台。“先天不足”

加后期的“营养不良”，必然会导致学术不端问题恶性循环。

（三）忽视教学工作

在高职院校中，许多老师认为教学工作没有职称晋升或者年

度考核重要，从而忽视教学工作，课堂上极其敷衍学生，对学生

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尚且不关注，更毋论对学生的思想素养的培育。

这类老师所持的思想，无论是学校发展还是学生的个人成长发展

的需求，都与自身无关，觉得事不关己而置身事外。

（四）触及法律底线

有部分老师，利用学生对老师的崇拜，或者职权利诱，在校

园内或校外性骚扰学生，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其行为十分不堪，

道德极其败坏。还有个别老师，因其正常收入小于物欲渴望，不

惜铤而走险，利用职务贪污或者对学生乱收费，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还有些老师因为对学生体罚而致学生轻微伤等等。这些行为不仅

给整个教师行业抹黑，而且已经触及了法律的底线。

三、基于“四有”好老师标准探索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

为打造过硬的一流的教师队伍，我院从理想信念入心、道德

榜样示范、教学质量导向、校企协同引导等方面对师德师风建设

进一步探索。

（一）坚持信念入心，实施凝心铸魂工程。

所谓“师道的核心是赤诚的爱国情怀，师魂的根本是坚定的

理想信念”，基于“四有”中的教师要“有理想信念”，我们学

校发起了“学讲话，铸信念”的学习活动，明确要求我校全体老

师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将并专门制定了每周周二下午为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

每周由主管部门制定学习主题，各支部认真组织学习内容，并安

排每位老师以讲座的形式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以此逐级深入，

使得教师业务能力与思想政治提升相融互促。

（二）树立道德榜样，打造师德文化阵地

开办“师德大比武”活动，并面向全校教师宣传和推广，

激起人人争做“四有”好老师风潮。充分激励高职院校教师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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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不断开展“师魂入我心”“青年教师标兵”“最受欢迎老

师”等不同层次及类别的优秀教师评选活动，挖掘自己身边的“四

有”好老师的典型事例和榜样精神，充分发挥师德榜样的导向作

用，形成“师德典型在身边、人人争看齐”的良好效应。引导广

大教师向身边典型和榜样学习，从“观众位”走向“主角位”，

自觉向榜样看齐，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教育教学能力，

“德”“能”并举，在学院中掀起争做“四有”好老师的热潮。

全校教师也将乘着各种师德师风活动之风，朝着强校强师目标而

努力奋进。

除了开展各种活动之外，打造师德师风坚固阵地，依托各系

部党支部，开展“党员先锋”活动，使党员教师成为高职院校师

德师风建设的先锋军。将党性与师德相融互促，引领非党员教师

共同进步。建设一支德才兼备，学识渊博、技艺精湛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这不仅是高职院校“双高” 建设的目标所向，也是高职

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保障。

（三）教学质量导向，优化教师考核标准

依“岗课赛证”综合性育人要求，优化高职教师的教学质量。

对于高职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应该构建“校赛—省赛—国赛”

三级体系，以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和教师专业技能比赛为重点，充

分发挥大赛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健全督导工

作制度和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以“打造高质量课堂” 为关键，探索“学

生学习成效”阶段性抽查考核机制，完善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体系，

提高教学质量在绩效分配、职称（职务）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

的比重。以“三教改革”为指向，不断完善教师教学建设考核办法，

加大激励举措，引导广大教师加强自身各项能力素养的提升的迫

切感和自觉性。

坚持育人成效与业务绩效双重评价， 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

责作为评价和考核教师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促使高职教师认真上

好每一节课，发自内心热爱每一个学生。完善师德考核评价标准时，

需建立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正向激励制度，对严重违反师德师风

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一票否决。

1. 建立分层分类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体系

以职业或岗位群为出发点，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教师职业成

长规律，将 “职业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职业等级技能标准、技

能大赛标准、教学能力比赛标准”中的核心元素、关键指标相互

融通，建立分层分类的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体系。

教师职业教育能力评测及等级认证试点开展教师职业教育能

力评测及等级认证工作，激发教师发展内生驱动， 并以此作为“岗

位聘任、绩效考核、职称晋升”的主要依据。

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形成 “师德核心 + 多元业绩”

的考核标准，引导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探索实施薪酬分配项目制、协议制、年薪制等多种分配办法，

形成优绩优酬的薪酬分配和表彰奖励新机制。 

2. 探索教师发展积分银行制度

修订完善《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业绩量化考核办法》《教

科研业绩考核办法》《绩效工资管理办法》等制度，“以岗位工

作质量论绩效”，作为教师绩效分配、职务评聘等人事管理的依据，

与岗位聘任、绩效工资分配、职称晋升、干部提拔等奖惩挂钩。

在现有《教科研业绩考核办法》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业绩

量化考核办法》的基础上，完善“积分标准体系”和“积分审核

认定制度”，探索并建构“教师发展积分银行”制度。

以“岗位职责、业绩贡献”为导向，以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

为重点，激发全体教职员工潜能，全面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能，

形成推动教师和学校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四）完善校企协同，健全发展引导体系

1. 完善制度

以建设校企双向交流协作共同体为内核，构建双向流动相互

兼职常态运行机制，完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细化考核指标，实

化教师企业实践效果。

2. 建设基地 

依托紧密合作企业，“标准、资源、队伍、技术、项目”五融合， 

“专业、课程、人才、服务”四融通， 共同建设“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培养教师工程实践、专业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3. 打造平台

紧扣产业发展趋势，以“产、学、研、训、创”“五位一体”

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深化产教融合，为教师发展提供平台。 

拓才引智优培，实施“领军型”人才引进培育工程。

探索“成组引进”和“带项目引进”等方式，持续加大引进博士、

教授、全国技术能手、省“工匠”、省有突出贡献的技师等优秀

高技能人才等为主体的高层次人才力度。探索构建“固定岗 + 流

动岗”教师资源配置新机制，引进国内外、行业、企业知名专家、

大国工匠、技能大师、高端产业教授等，通过顾问指导、候鸟服

务、合作研究、短期兼职、退休返聘等方式，大力推动校企人才

优势资源互补以国家级创新教学团队建设为龙头，构建“项目化、

协作式”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管理运行机制，大力推

进领军能力培养，鼓励支持教师国外知名高校高端访学，行业领

先企业高层挂职，国内著名高校重点实验室研修、定期企业实践。

四、 结语

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虽然高职教师队伍师德师风

方面整体是良好的，但网络新时代，教师身上污点会被放大。这就对

我们高职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出新要求。坚持四有好老师原则，

从主观上夯实信念，客观上完善制度、健全引导体系，我们的四有好

老师的队伍才能越来越壮大，不负党和国家交予教师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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