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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教师责任浅谈
彭婷婷

贵州师范学院　贵阳　550018

摘　要：社会的不断发展促进教师的责任也不断的向社会拓展。大学刚刚成立只具有培养人才的职能，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发

展具备了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职能。到了 19 世纪中，受到了“威斯康星思想”的影响，高校的职能转变为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种职能体系，随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教师在大学职能中是最为重要的传递者，身上肩负的使命也更为

重要。鉴于此，本文对社会学视角下的教师责任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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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孟 子· 滕 文 公 上 》 记 载：“ 夏 日 校， 殷 日

序，周日库。”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执政者已设立

“校”“库”“序”等教学机构，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初现端倪，

而至少在商代，我国学校教育初具规模，已有专业从事教育

的职业—教师。无论是学校的建立还是对教育的认知，均远

远早于国外，能够看出古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作为

历来讲求道德水准的国家，我国对于教师的定义是“德才兼

备”，“德”包括了社会层面的“公德”和个人修养的“私

德”。在以《学记》为代表的教育著作中，有关教师师德的论

述成为数千年来的行业准则，约束着教育者的言行。进入改

革开放新时代，师德师风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里有商品经

济在宏观上的共性影响，也反映出社会特色的个性化问题。

从社会学视角切入，研究当下责任的构成与影响因素，是教

师教育和师资建设中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教师责任的内涵

社会是以人们的生产生活为基础，慢慢的形成的。教师

的杜会责任除了教师应该履行的最基本的责任以外，还要不

断的加强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建设，为传递人类文明和知识而

努力。教师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担任的是社会的一般角色，

在担负知识传递的过程中还要遵循社会即定的责任和道德责

任。教师为学生传递着的是理论和能力。所以，教师的责任

是要全面的把运动理论知识、能力传递给学生，教师要严格

的以道德责任、社会责任要求自己，并且更加关洼学生的社

会发展方向。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教师地位

“韦伯学派”及其后学强调根据政治权利、市场地位和

经济标准分层，即权力、声望和财富“三位一体”社会分层

理论，三者内在具有可转化性，外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较少。

“三位一体”各要素的相互转化中，基于职业道德的基本框

架，教师权力无法也不应当与财富产生转换关系，现实的仅

剩声望到权力、声望到财富的单向转化。唯有在学术上做出

斐然的成绩，精通业务又师德高尚，从而以掌握的话语权—

即声望—换取另外二者的提升。然而，掌权者只会在特定社

会形势下推崇教师的地位，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又作为权力博

弈的服从者出现。传统社会讲究的“慎独”“弘道”在现代文

明中自然无法实现，在其位方能谋其政，通过韦伯学派的观

点分析，分层制度未能给予教师相应的社会地位。

中国古代学校作为政府职能机构，教师是“学而优则仕”

的政府官员，在确保社会地位基础上也有良好的经济收入，

因此能够吸引到优秀人才，教师成为德高望重的职业。而在

消费型社会中，商人等地位相比传统社会有了质的飞跃，越

来越多求职者选择从事经济相关工作。教师学历提升的口号

已经喊了多年，也能看到越来越多名校生、研究生进入初

等和中等教育行业，学历提升表面上有显著成效。但考虑到

二十年来高校不断扩招，学位学历含金量早已不同，若把研

究统计时限放得再长远一些，教育行业的人才断流是个不争

的事实。

古代体制赋予教师极高的地位，自然相应要求教师在师

德上做出严苛的表率，教师展现出的高标准也反作用于社会

的认知，促成教师地位提升，这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构

成闭环的关系。现代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盛行，难以否认越

来越多的人将教师视为“铁饭碗”而非一项神圣的职业，小

市民心态使教师个人缺少必要的道德修养，自然无法“师严

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三、社会学视角下教师责任的履行方向

教师是践履责任的主体，其自身的主体素养状况是教师

责任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一个不具备一定伦理道德责任能

力的人，人们不会认为他（或她）应该负有一定的伦理道德

责任。”‘川教师如何理性认识所肩负的责任，在情感上是否

具有践履责任的意愿以及在行为上如何将责任内容落到实处，

决定责任落实的最终结果。

（一）增强责任认知

责任与认知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早在古希腊时期的苏格

拉底就将知识视为美德，把认识和道德合二为一。按照苏格

拉底的理解，“无人有意作恶”，道德必须奠基于知识，出于

一定的理性认知，恶是个体无知的表现。秉持这种理智德性

的观念，教师只有具备了对责任的自我认识，达到了一定的

理智基础，才能谈得上负责任。具体言之，责任认知是教师

对自己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什么责任的判定。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不同的教师会产生不同的责任认知，并由此导致承

担责任与拒绝责任之间的分野。此外，面对同样的责任内容，

有的教师可能会尽职尽责地履行，而有的教师则可能浅尝辄

止。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因为教师对各自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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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责任的认知状况迥异。从本质上讲，教师的责任认知是一

种理性认识能力，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教师才能够正确地判

定和识别责任。

（二）提升责任意愿

责任意愿建立在教师自觉、自主的情感基础之上，指教

师是否愿意承担责任的一种内心体验。由于责任行为、责任

事件和责任结果的不同，教师承担责任的意愿也是不一样的。

教师的责任意愿在其性质上可以分为积极的责任意愿和消极

的责任意愿两种。同时，教师的责任意愿受到内在因素和外

在因素的共同影响。教师的责任意愿通常与教师的道德义务

感和职业使命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教师的道德义务感和职

业使命感能够使教师的责任意愿更加趋于稳定。不同教师的

责任意愿之所以会出现程度上的差异，通常是由于教师的道

德义务感和职业使命感的不同导致的。比如，面对较为艰巨

的教学任务，有的教师选择主动地承担责任，有的教师却只

能被动地承担责任，甚至有部分教师干脆就逃避责任。之所

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教师的道德义务感和职业使命

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三）强化责任行为

根据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可将行为反应方式划分为拒

绝责任、转嫁责任和履行责任等不同类型。因此，无论是拒

绝责任还是转嫁责任，都是教师不负责任的特定表现。与之

不同，履行责任凸显了教师的责任担当。“任何一种责任都是

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显示和证明自己，责任的特质之一在于

其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责任对象和责任行为，脱离了这些基

本元素的责任充其量只是一种高谈阔论，没有现实价值。责

任行为是教师面对责任情景时的一种积极的行为反应方式，

会对特定教学事件的发生、事件运行的过程及其结果造成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为强化责任行为，教师需要在具体化教育

实践中不断历练教书育人的本领，并结合特定的教学情境进

行不断修习和反复调试，从而使责任行为能力得到稳定强化

和提升。

四、结语

作为传统教育强国，我国在不断探索教育体制的同时，

注重教师队伍建设，这对于当下教师发展困境具有借鉴作用。

养浩然之气，这是古代对君子的要求，也应当是现代对教师

责任的要求。律己修身、和而不同、博学多才，以坦荡的胸

怀包容接纳学生，给予其春风化雨般的温暖，是教师责任的

基本体现。学生心智尚不成熟，不少学生视教师为权威，常

对讲台上的老师心向往之，教师要利用好这一点，不仅作为

“责任”的符号，更应是具体践行者，将责任二字从纸面落实

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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