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总第 206 期） 

 184 

教育科研 

论如何加强初中教师的师德建设 
◆杨  长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江洪镇江洪初级中学  524376） 

 
摘要：教师的职业作风与思想道德就是师德，具体指的是教师在教学实
践活动中所具备的思想品质、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的统称。师德是一定
阶级或者是社会对教师教学行为的一种标准。论述了加强初中教师师德
建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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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

肯定了教师的重要性。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
在教师。教师素质，重在师德。大力弘扬良好师德是教育永恒的
主题。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每一位教师在继承和发扬敬业和奉献
的职业传统美德的同时，都应该在自己的学识、能力、仪表，特
别是教育观念上完成自我更新。在育人的同时，不断地“自育”，
重塑 21 世纪教师新形象。“师德”，它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
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但是教师的道德素质并不是指规
范、准则本身，而是教师把这些规范、准则逐步内化，成为教师
从事教育事业的准则。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道德
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都把师德高尚的教师作
为学习的榜样，模仿其态度、情趣、品行、乃至行为举止、音容
笑貌、板书笔迹等。因此，可以说教师道德素质比教师文化素质
更为重要。师德才是教师的灵魂，是教师人格特征的直接体现。  

一、提高教师爱岗敬业的意识  
教师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就是爱岗敬

业，爱岗敬业是教师进行教育工作的基础。教师这份职业具有自
身的特殊性，它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教师是不是热爱自身的
工作，是不是注入了足够的汗水、智慧与情感，都会对教学效果
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一些杰出的教育工作者都是爱岗敬业的典
范。塑造人、培育人和发展人是教学的本质要求，而关爱学生、
爱岗敬业是教师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倘若教师不对
学生付出爱，那么就仅仅能够使学生获得知识，而难以对学生实
施情感教育。教师的敬业是对本职工作爱的体现，教师的爱能够
使学生产生美好的情感，能够在学生的心灵深处撒播爱的种子，
从而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  

二、以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作为核心加强师德建设  
我们经常会提到教书育人，因此，只有以教师的教学实践活

动作为核心加强师德建设，才能够实现理想的效果。学校需要重
点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规范，加强师德建设。第一，学习理论。
只有提高了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理论水平，才能够使教师提高
自身的教学责任感，才能够使教师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实践活动中。 

学习理论的方式包括在实践中学习、外出学习、自学、分组
探讨以及集中学习等。第二，渗透活动。开展学术交流、讲课比
赛、教学基本功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以使教师敢于挑战自己，提
高自我。第三，规范制度。根据学校的现实状况，在新课程理念
的影响下，建立一系列合理的评价制度与管理制度，以对教师的
教学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  

三、加强师德建设的途径 
（一）为人师表  
李岚清副总理曾指出：“教师的一言一行无不给学生留下深

刻的印象，有的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思
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
范，真正做到为人师表。教师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率先
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坚决不能做。比如要求学生不迟
到，预备铃一响，教师就提前到教室门口等待等等。看似区区小
事，实则细微之处见精神做表率。为人师表对学生是一种无声的
教育，它爆发的内驱力不可估量。因此，为人师表是当好人民教
师最基本的要求。  

（二）身正为范  
教师以德为本，身正为范。教学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教师影响力的大小，而教师的影响力主要由品格因素、才能
因素、知识因素和情感因素组成。身教重于言教，因为教师职业
的示范性极其重要，所以要求自己必须时时、处处用模范的言行

去影响学生、教育学生。教师的人格魅力决不是一瞬间高大、伟
岸的形象，而是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小事，正是
这些像石子一般的小事勾画出了教师完整的人格魅力。  

（三）教育公正  
教育的公正是师德的重要范畴。教育公正是反映师德的主要

特征，体现一定社会对教师的根本要求，是教师必备的品质素养。
教育公正作为师德的重要范畴，能在教师内心形成一种公正的价
值信念，一种明确的公正的正义要求，能对教师行为公正性的判
断、选择、评价和自觉调整起到指导，影响和驱动作用。教师道
德体系中不可缺少教育公正，师德建设中不可忽视教育公正。尊
重学生人格，是教师公正的前提；体现平等权利，是教师公正的
基础；合理进行评价，是教师公正的核心；把握差异原则，是教
师公正的升华；倾听学生言说，是教师公正的亮点。  

（四）关爱学生  
教师尊重每一个学生，学生也就会尊重教师。现代教育应当

是“爱心”教育、情感教育，教师应努力营造一种热情洋溢的教
育环境，以和蔼可亲的教态、关切关怀的语言，温柔亲和的目光
组织教育活动，由只提要求到多给关怀，由一味指责到千方百计
让学生品尝成功。笑着面对学生，就会使学生兴趣盎然，精神饱
满，减少沮丧，获得成功。如果发现学生做错事或成绩差，就恨
铁不成钢，不去积极帮助分析原因，而是一味训斥、向家长告状，
既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对抗
情绪。因此，在教育工作中，教师要把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洒向每
个学生，把关爱倾注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善于倾听学生的
意见和呼声，和学生广交朋友，多开展谈心活动，与学生进行思
想和情感上的交流，在学生面前勇于承认自己教学上的不足和工
作中的错误，用爱去赢得一切学生的信赖。赞可夫指出：“当教
师的必不可少的，甚至几乎最主要的品质，就是要热爱学生。”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老师作为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有崇高师德的
教师都有正确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观念。  

（五）服务意识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燃烧着的蜡烛“等称号，是社会对

教师职业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教师要像
商品行业一样，将“为顾客服务”溶进“为学生服务”之中去，
并且要具备这种意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高在上，对学生指东
点西，把他们当作指挥的工具来使唤。教师在教学中的服务意识，
不应只少数优等生服务，而应该平等对待那些后进生，因为他们
同样也是“财富”的源泉。教师甚至要给予他们最优惠的服务，
设法调动全心全意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善于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
点，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且有特色的“产品”。只有当我们的教
师具备了这种意识，才会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并使“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更焕发光彩。  

四、实施一系列监督的策略  
学校需要探究建立相应的师德举报监督体系，激励广大的教

师与学生以网上电子邮箱、电话等形式举报违反学校规定、学术
风气不良、思想道德败坏的人员。学校需要结合举报的情况实施
核实和调查，倘若确有实情，那么就应当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严
格处理，且要根据事情的轻重程度进行相应的公示和通报。与此
同时，学校应当为举报人员进行保密，且要奖励举报实情的人员。  

结束语   
教师的师德不再仅仅是教师自身的思想道德问题，而是具有

非常广泛的社会意义，这直接影响学生的良性发展。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以及在进一步实施教学改革的
背景下，学校务必要毫不松懈，狠抓落实教师的师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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