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总第 202 期） 

559  

教育科研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探讨 
◆赵萍萍 

（泽州县教师进修学校  山西晋城  048000） 

 
摘要：近几年，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进步，国家越来越重视教师的职业

道德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已然成为各校教师管理的重要举措以及紧抓教

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中职学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程度，对于社会
高素质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了保证中职院校的教师队

伍始终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就必须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观念进行强化，通

过“道德自律”这根指挥棒作用的发挥，构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中
职教师职业道德体系，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持续输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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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则国力强，中职院校教师良好的道德素养是教育取得
成功的必备因素之一。教师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承载着教书
育人、塑造灵魂、锻造新人的时代重任，中职院校只有打造出一
支专业知识过硬且思想道德觉悟高的教师队伍，才能从根源上把
好技术人才的质量关卡，为国家培育出真正的栋梁之才。 

一、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坚定政治信念 
学校要想规范教师的行为，首先就应该正确引导教师学会用

历史与发展相结合的眼光来看待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
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和发展的新趋势，加强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
心。政治思想学习较为枯燥乏味，不少教师独自学习难以坚持，
学校应该定期组织教师对党的政治理念以及教育发展的方针和
路线进行集中学习，组织测试，将学习效果落到实处。学校作为
教师的主管单位，不能忽视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一旦忽视，师德建设将流于形式、如此一来，教师们的职业
道德建设不仅得不到提升，还会对应付差事的行为产生疲惫心
理。教师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一定要在思想上和党保持高度
的统一，透彻领悟党的指导思想，中职院校的教师可以利用党的
重要会议召开的机会，对党的重要举措进行集中学习，共同探讨，
从思想根源上进行拨乱反正。 

二、使师德内容明朗化，让教师做到心中有数 
中职院校要想又好又快的建构教师的职业道德观念，首先就

要对教师做好师德教育。学校应该立足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对教师做好全方面的引导，引导教师立足于德育，树立威信；立
足于德育，开展教学；立足于德育，制定教学目标。学校在加强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过程中还要结合中职教学的实际，展开心理
健康教育以及社会公益活动，践行“服务社会”的职业理念，多
为教师创造服务社会的公益活动机会以及教科研的交流机会，让
教师对师德内容更加明朗，在提升自身职业道德观念的建设上有
方向有目标，对提升职业道德的途径做到了然于胸。 

三、扩大对师德典范的宣传，提升教师的职业自豪感 

在中职院校教师职业道德构建中，师德典范宣传有着重要的
作用。好的师德榜样就是教师职业发展的指南针，教师职业道德
素质通过对榜样的学习可以取得直观的成效。中职院校在师德典
范宣传的方法和形式上要不断做出改变，做到与时俱进，让广大
教师在生活中有机会自然的与榜样进行接触和互动，减少教师与
榜样的距离感，让教师能够从内心更为真实的感受到作为教师的
光荣与自豪。例如学校除了利用常规的宣传栏、横幅以及表彰文
件进行师德典范宣传外还可以利用微博发起话题、微信投票、豆
瓣讨论组等方式让普通教师在生活中随时随地的能够感受到榜
样的力量，这样既扩大的宣传的范围，也不会显得刻意生硬。在
易于让教师接受的同时，也在对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调动教师
的学习参与度，为中职院校的教师职业道德观构建奠定坚实的情
感基础。 

四、设计科学合理的师德考核机制 
师德考核是检验师德构建成效的试金石，是良好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形成的重要保障。中职院校在构建教师职业道德观前首先
要设立好师德考核机制，将师德考核标准化、透明化。学校可以
将考核机制设计的更加全面和多层次，例如采取教师自评、教师
互评、组长评价、学生评价、社会评价等方式进行考核并将结果
与教师教学成效相结合，且将最终结果作为教师职称评选、表彰、
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让教师从内心认识到师德建设的重要
性，让教师能够主动学习，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观念，使“道德
自律”这根指挥棒的作用能够完全被激发出来。比如笔者调查湖
北的一所中职院校，该中职院校每学期特别重视学生对教师的师
德评价，从教师的衣着形象、言语是否恰当、教学是否规范等方
面设计了详细的评价表，且采取真正的不记名方式进行，将教师
的评价成绩以分数的形式进行呈现，对评分较低的教师进行约谈
以及情况通报，并将教师个人考评的结果记入档案，扎实的促进
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构建，保证了实效的取得。 

总而言之，教师职业道德观的构建对于中职院校来说是不可
忽视的，只有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打造出一支职业道德思想
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学校的育人成果才能更加的显著，学生综
合素养各能力方面的提升才会有更多的保障，使更多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能够被输送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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