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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信息化的新时代里,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教兴国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是正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科技的发展创新和社

会的人文建设离不开高素质高知识高技能的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摇篮就是教育,教育的核心载体就是教师,教师最珍贵的品质,在于师德：言传身

教,以人为本。师德的建设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研究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二是深入探究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可

持续发展性及常见问题剖析；三是提供可实施解决方案并建议优化,完善后形成制度向全国推广。 

[关键词] 师德；教育；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1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1.1中国的道德传承 

中国自古以传统美德闻名于世,先秦时代大思想家老子著有《道德

经》流芳百世,其中第五十一章写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其意思是“道”为事物本身内在的自然发

展规律,“德”为尊重其规律任其自然发展而不强加干涉,即“道”为体,

“德”为用。 

道德一词衍生至今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象征着人类社会

活动中所共通的行为标准规范,并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对人类社会生活行为

进行一定的约束。 

1.2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 

教师这门职业从古至今一直为世人尊崇,“尊师重道”的观念深刻在

每一个人心间。教师作为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

服务社会的核心载体,必须肩负起相应的职责,并严格遵守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依法执教,教书育人。国家需要安定、繁荣的发展,必须通过法律

的手段来实现,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教育事业活动,是教师应尽的职

责。与高校教师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完善改进着,

其核心一直都要求教师做到：爱国守法、爱党敬业、依法执教、和谐拓新。 

教书育人是作为一名教师的本职工作,并不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还包

括了对学生进行科学积极地引导,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使其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一个有能力有责任有担

当的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教师想要培养出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素质高素养

人才,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时刻跟进时代前沿的学术成果和科

学技术,掌握其内在的规律,并摸索出符合学生个体体征的学习规律,因材

施教,育其成材。 

二是为人师表,敬业爱生。中国自古就有“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的说

法,这说明教师是学生的表率,其品格、德行从字里行间、一举一动中透露

出来,无时不刻影响着学生。作为一名教师,遵纪守法、公正严明、仪态端

庄、谈吐高雅、清廉自律、志存高远是 基本的职业素养。 

由于现代社会科技工业高速发展,全球信息多元化融合,中国很多传

统受到他国文化的侵扰,许多怀揣恶意邪念的信息披上“异域文化”的外

衣在社会媒体、互联网上肆虐,引诱着心智未成熟的人堕入欲望的深渊。

从物质层面上讲,西方国家不断推出奢侈品的概念,将巨额的金钱与身份

地位捆绑起来,销售给被洗脑的受众,赚取巨额的财富,但究其实用价值,

与其价格不成正比。从精神层面上讲,西方国家将自己的价值观融于影视

动漫、小说话剧、网络游戏等中,潜移默化地侵蚀着受众的主观意识,使其

偏离三观正直的科学发展道路,而转向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高校教师必须守好自身的底线,高度强化自己的道德情操,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才能让学生信服,让社会认可。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是身为人师

基本的要求,身为教职人员,忠于教育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奉献于教育

事业,是其应有的职业素质。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身为教师,爱护学子是其应有的本分。

关爱学生,促进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师德外化的表现,是对学子人格上

的洗礼,是构建和谐师生教育的桥梁,更是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的有力臂膀。 

三是严谨治学,勇于拓新。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人才的培养,容不得半点马虎,严谨治学,是教师必须端正的态度。 

如今的时代信息更迭太快,每秒都有新知识诞生,高校教师不仅肩负

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还担负着科研创新的任务,所以必须时刻跟紧时代的

步伐,不断地学习掌握新知识,优化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与内容,力求让学

生学习到优质前沿实用的知识。 

2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及所遇问题

研究 

2.1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国有德而大兴,人有德而大立。立德树人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必

要条件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从古至今,中国

一直都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更强调师德的关键性。高等院校作为国家高

级人才输送中枢,其关键节点就是教师。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教师的品质

人格时刻熏陶着他的学生,一言一行都在向学生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主观

导向,引领学生向自身的标准看齐。如果一名教师风趣幽默、博闻广识,

那么他的课堂上一定是欢欣雀跃,积极学习的课堂风貌,学生们不仅从

教师的教授中学习到专业的知识技能,还从教师的言行举止中学习到积

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相

反,如果一名教师死气沉沉地照本宣科,那么学生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

在学习上,连基础的书本知识都难学全,更别说培养出乐观向上积极奋

发的人生态度了。 

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直接关系到高校教育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为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质量,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高校

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 

2.2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性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是必行的,是有法可依的,是符合马克思唯

物主义科学规律的,是人类精神文明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人类的精神文明

建设与社会经济是紧密相连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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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统一的。 

所以,除高校教师自身进行职业道德建设外,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的

领导者和管理者也必须重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指导下,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形

成体质,并完善其相关制度,积极培养高校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并营

设好优质的环境和氛围,使高等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工作得到贯彻落实。 

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是有法可依的,在中国《高等教育法》中明

确规定了高等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律支持和保障制度,

促进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性。 

2.3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常见问题剖析 

高校教师固然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但在其职业道德建设中依然存在些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觉悟不够,易出现不当言论。高等院校设立了各种不同学

科专业,所聘用的非思政类和师范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深入

了解,对政治敏感度非常低,所以在课堂上会出现某些不当言论,不仅对

高校教师自身的形象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损害了高等院校甚至是国家的

正面形象。 

二是师德修养不够,易造成学生价值观错误偏向。高等院校的教师很

多都不是师范类专业出身的,所以对教师应有的素质不甚了解,如谈吐、仪

态等。青年教师大多是80-90后,受到全球信息化的影响,有意无意间就放

逸自我,有的在衣着打扮上标新立异,有的在言语上口不择言,这些都对学

生造成潜意识的价值观偏向型引导,直接损害了高校教育教学的质量。 

三是学术态度不够,易造成治学不严,教学质量下滑。高等院校每年都

有系列的考核任务,主要包括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直接导致高校教师时

间紧张,引发学术态度下滑,甚至失格的问题。近些年来新闻报道上高校教

师出现论文抄袭的信息层出不穷,少数教师为完成任务,粗制滥造,弄虚作

假,搞坏了高等教育教学的风气,对高等院校、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生造成极

其恶劣的影响。 

3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问题可实施解决方案及优化建议 

3.1国家完善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政府加大建设力度 

《高等教育法》虽然指明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但由于缺乏

具体衡量标准。如“影响恶劣”一词,往小说可以是教师上课时出现不雅

动作或出现口误,往大说可以是剽窃学术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因缺乏

具体标准,所以在裁定时会有主观人为因素干扰,其结果难免有失偏颇。所

以国家可以从法律法规上入手,将衡量标准的明细罗列出来,让高校教师

有更直接的参照。 

同时,政府加大建设力度,如举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讲座,提高教

师待遇、改革职称评定标准等,让高校教师更加主动地去提升师风师德的

建设。 

3.2高校管理机制改革,完善教评体质 

由于高等院校的考核标准各有不同,很多院校都强制教师完成诸多的

科研任务,这直接导致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任务上,而放松

对教学质量的把控,这也直接导致学生接受到的并不是 完善的教育。近

些年来,一些院校提出“非升即走”的政策,这更大程度上迫使教师全力扑

在学术科研上,备课讲课都是敷衍了事,因为他们只有完成了科研任务才

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才能拿到绩效工资。 

所以高校在管理机制和教学评定上可以更加人性化些,加大师风师德

建设的考量比重,让教师能科学合理的安排好教学和科研任务,自觉提升

师风师德建设。 

3.3加强师德建设培养,全面建设优良师风氛围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并不是高校与教师单方面的事,这直接关系到

社会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大学生是在高校接受到教育后再去服务于社会

岗位的,而社会岗位的效益直接对国家整体经济效益负责,所以加强师风

师德建设的培养,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树立正面的教师形象舆论导向,增强国民对教师的认可度,保障教师

的合法权益,明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法律法规,是全面建设优良师风师德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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