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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来源：德性与善

关于幸福感的界定比较复杂繁多，但是无论幸福感

被如何界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高的善就是幸福。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同样无法脱离教师的“德性”谈教师

的幸福。所以除了大家认为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来自于物

质获得、荣誉获得之外，我认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主要

还来自于教师自身拥有较高水平的德性，在不断追求善

的行为之中获得的快乐体验感。

在物质获得层面，教师职业本身具有公共服务属性

的职业，在收入待遇上虽具有基本保障和优越的工资待

遇，但绝算不上社会主要财富的拥有者，所以只依靠金

钱或者物质的享受，无法能使教师获得持续的幸福感。

而且如果以物质满足作为实现自己幸福的必要条件，很

容易陷入对金钱的追逐迷失自我。

在荣誉获得层面，教师的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受人

尊崇，但获得一些荣誉奖项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教

师的职业生涯都是普通的教书生活。可以负责任的说，

教学与育人才是教师这一职业的主要工作，教师个人获

得的荣誉只是教师个人能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如果

教师都追求虚名和荣誉，我们的教育很容易舍本逐末，

教学内容变成备课、赛课、争奖项，实则是金玉其外败

絮其中，成为追逐荣誉的名利场。奖项不是每个教师都

能评上的，那些没评上的教师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失去

在工作中的幸福感，打击了其教学的积极性。但其职业

生涯还要继续，依然需要进行教学活动，依然需要继续

与学生接触。但学生接触的是无法从职业中获得幸福感

的老师，一是老师的对待工作的态度可能有所懈怠，另

外学生也很难受到教师幸福感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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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将德性的提高作为教师的幸福的来源，才能

更好的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

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

实活动”，所以幸福来源于善，来源于合乎德性的现实

活动。也只有教师将善作为最高追求，不断持之以恒的

地做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最终才能达到幸福。在现实

教学当中，教师拥有崇高的师德，对学生做的是合乎德

性的教学活动，便是“善”，可以轻松从中获得幸福感。

这样的幸福是每一名教师都能得到的，不似功名利禄所

带来的幸福感，在每一名教师身上都具有普适性。而且

如果每位教师都做合乎德性的教学活动，做一名有“德

性”的教师，自然能从职业中获得属于教师职业独有的

幸福感。

二、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价值

（一）帮助教师群体获得幸福

缺乏德性的教师，无法从内心长期坚持对教育的责

任感，抱着事业编的“铁饭碗”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并不能将自己合乎德性的教学活动作为实现幸福人生的

必经之路，其自身难以理解教育的幸福，甚至会把教育

看作一项简单重复、机械枯燥的工作，不多加思考不加

以创新，难以从中获得幸福感。[1]

（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将德性作为教师获得幸福感的原生动力，本质上

是教师队伍整体思想上的一次大提升。当教师的幸福感

与其德性活动的实现相挂钩，其自身的行为一定会更加

“善”的。这对于教育事业来说，是从源头上遏制了功

利主义，让教育更加接近于纯粹的教育。

三、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获得途径：落实教师德育

工作

（一）强化师风师德建设：教师职业具有天然的道德

属性

1. 教育活动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教师必须坚守

“教书育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

中，要以道德的方式来开展教育教学，以道德的方式对

待学生。

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班杜拉将观察学习定义

为：经由对他人的行为及强化性结果的观察，一个人

获得某些新的反应，或现存的反应特点得到矫正。在儿

童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有人曾因有道德而受到赞扬，他

就会学习做有道德的事情，如果有人因为做了没有道德

的事情而被唾弃，他是不会去学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的
[2]。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也曾

提出：教育作为社会经验的一个方面，对儿童的心理发

展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加速认知

发展 [4]。在小学阶段的孩子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

就是模仿，他们会在很多方面模仿家长和老师，尤其是

对老师的模仿，更是学生融入学校、社会的必经之路。

老师在小学生的心目中是令人崇拜的榜样，应该起到

正向引导作用 [5]。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高尚的“德

性”，必然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德性”种子，伴随

着”德育“思想的浸润，未来成为拥有高尚道德情操的

社会人。

假如教室地板上有一片污渍，老师可以命令学生清

扫。但是比这更好的方式是自己路过看到就马上把这里

清扫干净，学生们看到自己的“榜样”这样做，对他们

形成了“强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为集体服务奉献”

和“劳动最光荣”的道德感。这比课本上讲再多次“劳

动最光荣”更具有震撼力，比老师要求孩子们为集体做

贡献更具有自主性。

再比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不公平的做法，

没有以道德的方式对待学生，这势必会造成孩子道德观

的畸形 [6]。长此以往，孩子缺乏对于公平性的认识，没

有形成公平的观念，自然将来也就做不出体现公平的事

情，成为了社会上丧失道德的人，这样显然是有不是我

们教育的目的了。

2.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这句话告诉我们教学和

育人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教师不能只教课，不去抓学

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培养有道德的人。

真正的教育不仅传递理性知识，更传递道德情怀和价值

观念。

小学教育德育专业主要是为小学输送优秀的道德与

法治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在校内的工作就是加强思想

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法治观念、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小

学教师在教育学生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中，自己首先要

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够做到恪守道德底线，要知道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绝不能做，

只有清楚了这些，才能“立德树人”[7]。近年来，我国教

育飞速发展，在教育制度建设上需要随着新时代的发展，

需要将“师风师德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高度，来

适应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国情。

3.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师有必要追求最

高的道德境界，以自身的完善人格来促进学生的道德发

展，时刻以完善自身的道德品质为要务，不断提高自身

的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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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想象不出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的，所以教师无德，

是无法让学生想象到什么是“德”的，著名的“美诺悖

论”研讨的正是这个问题。可以说，作为对学生发展影

响最大的人，教师的道德最高境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

生的道德最高境界。所以，想要提高学生的道德境界，

势必要先从提高教师的道德境界。作为德育主体，教师

的价值体现在对于学生成长的引导上。教师的存在，正

是为幼儿、青少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捷径，将前人已有的

道德标准进行一个呈现，教师作为引路人的角色有责任

将自己这一个个体和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经验提供给学

生参照。[7]

（二）强化师风师德建设：从教师职业道德到教师专

业道德

1. 教师职业道德

教师的道德素养主要包括个人道德素养与教师职业

道德素养。

个人道德素养是指教师本身要有远超于学生的道德

人格，这也是我们不断强调师风师德的重要原因。教师

作为施展教育的主题，培养有道德学生的利器，尤其是

从事德育工作的教师，必须拥有坚定的道德信念、优良

的德行。否则道德就会变为一纸空谈，脱离了行为世范

的标准，道德教育只能是“纸上谈兵”。[2]

教师职业素养是培养师范生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对

于准教师“德性”的考核与“德性”的培养就显得尤为

重要。首先要确保加入教育事业的“准教师们”对于教

师事业有神圣的使命感，而后培养师范生时需要着重体

现“爱和公正“以便于日后其在学校开展德育工作。[10]

教师的职业道德表现可能成为学生未来模仿的对象，是

一种“非课堂式”的教学。这种隐性的德育是育人于无

形的，没有课本上的语句，却能最大程度上诠释“道德

教育”的惊人力量，这就是教师需要提高自身道德的原

因。[2]

2. 教师专业道德

小学儿童所具有的“向善性”规定了小学教育的影

响方式，在目前所有的教学过程中，小学教师和小学学

生经常是在经历共同向善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小

学教师的专业道德采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让小学教师

的专业道德发展不断向上发展。[9] 教师通过发挥自身在

德育教育中的榜样示范作用，可以影响学生的道德感形

成，所以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师德素养、不断反思自己

的一言一行，就是通过自身的模范作用，让学生自觉模

仿老师的道德行为，通过坚持不懈的反复出现来帮助学

生加深对道德的理解，逐步形成积极的、正向的道德意

识形态。[11] 当教师将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和师德努力运用

到具体的德育实践中去，避免了光说不做，能够使学生

在日常的的实践活动中受到深刻的、独特的道德教诲，

促使学生逐渐将这种非说教似的道德感染理解内化为自

己的道德行为，有意识地用从教师处获得的先进的道德

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8]

（三）强化师风师德建设：让师德全面覆盖小学教师

1. 加强培育专业德育人才

为落实“立德树人”，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关键，教

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首都师范大学自 2019 年起招收了第

一批本科小学教育专业德育方向，此届学生将成为中国

首批德育专业、科班出身的小学德育老师。[12] 本科德育

专业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的德育教育事业走上了探索的

历程，更具有专业性。对于专门的德育工作者，要求其

具备更高的道德素养，应该对于专业的德育工作者进行

更多理论课程的开设和创造德育实践的机会。相信在未

来，小学的德育事业将迈向新的里程碑！ [11]

2. 加强教师队伍的道德培养

仅仅有专业的德育师资是远远不够的，对于非专门

的道德教育工作者的道德也应该设立较高的标准。在学

校的大环境下，孩子不是只受道法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

影响，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甚至是后勤工作

的老师同样对其道德感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这就要求

我们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进行师德的考察与培养，建设

更加有德的教育环境。[2]

四、结论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大国，道德教育是亘古不

变的人们话题，对于教师道德的要求更有“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警句流传，体现了“道德”对于教师的重

要性。目前对学生的德育工作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已经提

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在实践层面更需对教师的德育工

作多加重视。对于“师风师德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

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良好的师德，是教育成功不可或

缺的重要影响条件，也是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必要条

件，努力成为一个有德性的教师，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

具有道德感的学生，真正从中感受到属于我们教师的职

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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