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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德问题是近年来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我国基础教育与教师教
育改革深入，师德问题不断面临新挑战，也涌现了一大批师德典型。本研究高度关注

国内外教育对师德的表述，分析了高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类型。在新形势

下我国高等教育观念发生转变：要培养主动接受知识的人才，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鼓

励学生个性发展。新形势下的教师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不做“蜡烛”做“海绵”，不做

“园丁”做“雕塑家”，不做“演员”做“导演”。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
考察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笔者重新回顾高等教育战线上涌

现出的师德典型———师魂“孟二冬”，重新阅读胡锦涛给孟二冬的回信，认为“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之师德是我们年轻教师永远追求的主题。

坚持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长久工作，也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

在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国情现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

验。为有效应对挑战，提升高校师德境界，推进德育健康发展，提出师德重塑的有效路

径为自律为主，自我修炼和他律为辅，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要注重高校教师与学生的

关系，实现“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 ；注重高校教师师德根本，实现“理想性”与

“现实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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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会立项课题简介

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教育工会是中国教科文卫工会这一

统一的全国性产业工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国工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办好社会主义学

校的重要依靠力量。它代表广大教职工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导地进行参政议政，参与

教育事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它实行“上级工会和同级党组织双重领导，以同级党组织领导为主”的组织原则，

依照《工会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会始创于１９５６年，经历着风雨，伴随着５８年母校前进的步
伐而不断发展和进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会现有会员１４００余名，有２４个部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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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兼职工会干部１０９人。
近年来，校工会、教代会在北京市教育工会和学校党委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中国工会十五大及北京市工

会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北京精神”，紧紧围绕学校中

心工作，按照“巩基础，促规范，提水平，创成果”的工作理念，推动工会各项工作的

开展。

自２００８年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校内开始实行年度工会课题招标，两度获得
２０１３年北京市教育工会理论调研工作成果调研报告类一等奖，获得中国教科文卫体
工会２０１３年度调查研究成果三等奖。
２０１４年《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研究》立项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重

点研究课题。该课题主持人张祖群（副教授、博士后、硕导）带领课题组成员（５名
教师、１０名研究生、本科生）历时３个月开展调研，针对北京市属高校发放多份问卷
（参见附件一 师德师风建设社会调查问卷），并且重点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抽取筛

选了１１个院系的９７个教师的合格样本，进行样本分析，梳理理论与实践，总结出本
研究报告。本研究的相关建议被我校工会采纳，并为我校党委、行政领导班子所高

度重视。

第一章　研究综述

第一节　学术综述

从韩愈在《师说》中提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到“亲其师，信其道”，再到

如今教育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师德因老师地位的备受重视而显得如此重要。师德是

“教师道德”的简称，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师德是指教师职业道德，即教

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包含

教师的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业作风、职业

荣誉等内容。广义的师德不仅仅限于职业道德的层次，还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政治立场和态度、法纪观念和行为等。师德不只限于教育活动的需要，也是社会公

民和先进分子所应具备的素质①。我们所认为的教师的道德素质并不是指规范、准则

本身，而是指教师把这些规范、准则逐步内化，成为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的准则。教师所

从事的职业是教育人、塑造人的事业，因此，教师道德素质比教师文化素质更为重要。

关于师德的内涵，大多数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学高为师———师德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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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正为范———师德之本，热爱学生———师德之魂”①。教师道德是教师的灵魂。高校

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稚嫩迈向成熟的基地，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好比构建

三观的基石，如若基石不稳，即将走向社会岗位，接过社会发展接力棒的人才的人生高

楼也会岌岌可危。大学生是社会的宝贵人才，唯有保证他们的道德素质，才能确保党

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②。所以，新形势下高校师德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关

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成败，关系到

现代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的本质要求③。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要

素，反映的是大学最核心的思想、理念等精神要素。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甚至决定

着未来公民的道德素质、能力素质和智力素质④。

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中

的高校教育更是在短短十年内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渡。在我国社会

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这种过渡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问题与挑战。其中，

新时期高校师德的建设就是这众多挑战之一。基于这一宏观背景，如何寻找到一条适

合高校师德建设的道路就尤为重要。浦卫忠（２００９）⑤先生直接以著书的形式从理论
到实践表达了自己在高校师德建设方面的见解，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２００５）⑥教授和
前教育部部长周济（２００５）⑦也为在新形势下探寻合适的高校师德建设模式而不断研
究，其中檀传宝仔细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师德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职业道德”向

“专业道德”的观念转移的概念，而周济直接指出对高校教师来说最应该具备的师德

应是爱与责任这两点，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明确了高校师德建设的目标。李

四芬、李上文（２００３）⑧更是合力对当前高校师德建设做了全方位的分析，指出当前高
校师德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措施，提出从教

育、运行、约束、激励、保障五个方面建立机制，使师德建设落到实处。这对一些在师德

建设陷入困境或难以寻找到突破口的高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李元元、邱学青、李

敏（２００６）⑨三位华南理工大学的教师通过分析该校教师绩效评价体系，发现将教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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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核范围后有效地提升了该校教师的工作水平，也使得教师有了更强的责任心，从

而加深了教师对于师德的重视与理解程度，使我们看到了监督体系对于师德建设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辽宁师范大学的张桂春（２００１）①老师通过对国外教师师德建设的分
析，总结了国外在教师建设方面的优缺点，找出了适合我国学习与借鉴的方面，从而提

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使我们认识到参考国外高校师德建设经验的重要性与实用性。

张小敏（２０１１）②结合当前高校师德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新时期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四
项原则：讲政治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原则、制度规范的

原则，并在此原则上提出建设途径。王自贵（２０１２）③认真探究转型期高校师德现状，
对价值取向多元化、师德内容复杂化、师德他律化等发展趋向进行分析，坚持弘扬时

代主旋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摄多元价值观，以此推进高校师德建设健康

发展。

近年来，我国高校师德在“为师”和“为学”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失范问题④。

原因有多方面的，庄智敏（２０１３）⑤将其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对
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制度建设及管理体制不完善的影响。王丹

（２０１４）⑥也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转型期教师角色意识的冲淡，即我
国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深水期，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潮泛滥，这必然会对高校教师的

思想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使教师将科研项目和基金额度作为决定教师在学校的

地位和水平的标准，却忽略了教书育人和传道解惑的最基本角色；另一方面从师

德建设机制来看，相对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师德建设总体上是滞后的，还没有

形成长久有效的模式，忽略了教育主体自身品质和道德的提升，无法形成定向的

激励和提升自我的良好循环机制。刘万海（２０１４）⑦对师德进行重新定位，提出未
来的师德研究应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实践审视和体系建设，做好本土

传承与借鉴转化、实证与理论研究互补。

本课题通过对各种文献书籍的阅读学习，以及各种数据和案例的研究分析，找出

当前高校师德建设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与方法，从而促进高校师德建设体制的完善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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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是高校师德建设的主体，是师德建设的主要实践者。从教师层面研究高

校师德建设的学者们认为，首先，教师要加强师德修养，强化自律机制。既然选择了教

育职业，教师就应该努力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完善自己，以高尚的道德为人师表。进行

师德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关键在于建立内化自律机制①。其次，加强自我学习提高，

促成全面发展。高校教师的全面发展，是指高校教师占有其全面的本质，发展和弘扬

其主体性，追求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不断提升其自身的素质。这是高校教师师德自

律的重要内在动力之一②。刘俊平（２０１２）③认为教师应拥有新时代所推崇的新思想、
新观念及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的道德意识和教育水准，即：教育信念———高校师德建

设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高校师德建设的内在要求，学高为师———高校师德建设

的专业背景，身正为范———高校师德建设的行为规范。一个优秀的教师需要有以下几

个特点：①博学多才。韩愈的《师说》中曾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一名
教师，最基本的条件便是需要拥有广博的学识。因此，加强自身的学习，是教师师德修

养的必要条件。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教师的学问不一定要广，但是一

定要精通。古人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的“学、问、思、

辨”，讲的就是通过学习与思考来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②为人善良、公正、有责任
感。有善心的人能够温和、耐心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给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公正的

人能够用一颗平等的心对待每一个人，不因自身的喜好而断然评价别人的好坏优劣，

不畏强权势力、不贪图小恩小惠；而拥有责任心的人会坦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随意

推卸责任，也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学生。③以人为本。首先要以“学生”为本。教
师对学生的爱和尊重，要体现在对学生的精心培养教育上，反对简单地惩罚与训诫，要

用民主、平等去激发学生的自尊、自强与自重。其次是要以“老师”为本。在教育学生

之前，老师自身要自爱、自尊、自重、自律，做到“为人师表”。④个人魅力。在做到以
上几点之后，如何赢得更多学生的喜爱与支持，便是教师自己可以自由发挥的时候了。

学生偏爱生动的课堂，优秀的教师就会在课上营造出欢愉的气氛，不拘泥于死板的课

本内容，利用各种创意来丰富课堂活动。而一位真情流露的教师同样会博得学生的好

感。老师的喜怒哀乐的表现，会让学生觉得这位老师亲切、好接触，从而使师生之间产

生心灵的共鸣。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的师德建设已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品德问题，而是具有

深刻的社会意义，已经关系到一代人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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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荣凡高校教师的全面发展与师德自律的主体动力［Ｊ］学术论坛，２００７（１）：１９５－１９８
刘俊平，刘欣试论高校师德建设［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２（３）：７５－７６



第二节　国内外教育对师德的关注

师德直接推动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奠定基础。因其特

殊的意义与不可撼动的地位，国内外对于师德建设都颇为关注。

一、我国历来教育政策中对“师德”的关注

（一）教育部关于“师德”政策

规范仅仅只是一个缩影，在教育部每年的工作要点中都会有关于高校师德的内

容，在此，我们摘述近几年的内容，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４年

五、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１５加强高校师德建设：针对高校教师师德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出台

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意见①

２０１３年

四、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２５着力提高教师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全面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深入开展高校

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②

２０１２年

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２７贯彻落实高校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将师德作为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绩效

考核、职务聘任、评优奖励的首要内容③

２０１１年
二、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设，实施国家重大教育发展项目

１３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制定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④

２０１０年

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１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办法，将师德表现

放在首位⑤

１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教师工作司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２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１０＿ｓｊｈｊ／２０１４０２／１６４７７５ｈｔｍｌ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 ２０１３年工作要点》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０２＿ｚｃｗｊ／２０１３０１／ｘｘｇｋ＿１４７３８６ｈｔｍｌ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 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０２＿ｚｃｗｊ／２０１２０２／ｘｘｇｋ＿１２９８７２ｈｔｍｌ

教育部教育部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２－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ｍｏｅ＿１６４／２０１１０２／１１４８３６ｈｔｍｌ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 ２０１０年工作要点》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１－２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０２＿ｚｃｗｊ／２０１００５／ｘｘｇｋ＿８７８２０ｈｔｍｌ



续表

２００１年

９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条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第

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改善教师的工作条

件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第八

条 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二）贯彻国家的教

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

（三）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

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四）关心、爱护全体学

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五）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

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六）不断提

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１９９５年

３月１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二条 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

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第三十四条 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

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通过近几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我们可以看出，教育部对于师德的重视度在不断增

强，从提出把师德作为考核内容到明确制定师德规范到加强师德建设，提出建设方案，

这几点是层层递进，逐步强调的。尤其是在２０１４年的要点中，师德建设第一次出现在
教育部工作要点的大要点中，并以３个小点说明具体含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明
确要求把师德建设真正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落实，这其中的建立师德建设

机制，出台师德建设意见都表明了国家要利用制度来进行师德建设并规范师德。可以

预计，师德建设在未来将会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也将会制定更详细的师德

建设步骤来促进师德建设。

（二）各个地方出台的“师德”政策

除了国家以外，各地方也根据自己本地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师德建设政策，如山

东省决定实施“全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十百工程”建设计划，培养

一批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以引导和鼓励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加强

师德建设，提高理论水平，创新教学方法①；新疆规定，将教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

纳入教师培训和新教师岗前培训，建立学术不端行为惩治查处机构，完善师德建设长

效机制，对具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者，一经查实一律予以解聘，依法撤销教师资格。各

２４２

① 张兴华山东实施高校思政课教师十百工程［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
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５１４７／２０１３０４／１５１０９０ｈｔｍｌ



高校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绩效考核、聘用和奖惩的首要内容，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①，

形成较完整的师德培养与建设制度；北京市的怀柔区专门颁布师德建设政策，指出通

过加强学习培训，规范教师用语，加强自查自纠，发挥群策群力，加强整改落实，推行公

开承诺，加强总结表彰，宣传师德事迹来进行师德建设②。由此可见高校师德建设无

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受到极大的重视。这些政策出台的目的和措施，就是加强高

校师德建设，针对高校师德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和方案，探索出适合

中国高校的师德建设制度，而这与本课题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三）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我国深知高校学子质量与社会建设关系的重要性，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高校

育人问题，相关政策纷至沓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出台《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这
是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③中第
七条“大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下第２３条规定：要制定完善有关
规定和政策，明确职责任务和考核办法，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良好氛

围和工作格局。教师要提高师德和业务水平，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良好

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２０１３年５月４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④等有关规定，结合高等学校实际，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提出《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⑤。以上两个文件

发布后，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⑥，分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六个部分

（见表２），被教师视为为人师表的基本准则之一。

３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蒋夫尔新疆确保高校教学经费［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５１４７／２０１３０８／１５５６５９ｈｔｍｌ

北京市教委怀柔区出新规加强师德建设［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４－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ｄｕｇｏｖｃｎ／ｐｕｂ
ｌｉｓｈ／ｐｏｒｔａｌ２７／ｔａｂ１７２３／ｉｎｆｏ３１３０２ｈｔ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１０－１５］
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２０１０〕１５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８－１３］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党〔２０１３〕１２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０４］
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人〔２０１１〕１１号）［ＥＢ／ＯＬ］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表２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体标准

爱国守法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法

规，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依法履行教师职责，维护社会稳定和校园和谐；不得有损害国家

利益和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敬业爱生

忠诚人民教育事业，树立崇高职业理想，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为

己任；恪尽职守，甘于奉献；终身学习，刻苦钻研，真心关爱学生，严格要求学生，公正对待学

生，做学生良师益友；不得损害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

教书育人

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注重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因材施教，

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严慈相济，教学相长，诲人不倦；尊重学生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拒

绝学生的合理要求；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

严谨治学

弘扬科学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精益求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团结合作，协

同创新；秉持学术良知，恪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劳动和学术成果，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

诚实守信，力戒浮躁；坚决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

服务社会

勇担社会责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服务；传播优秀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热心公

益，服务大众；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自觉承担社会义务，积极提供专业服务；坚决反对滥用学术

资源和学术影响

为人师表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淡泊名利，志存高远；树立优良学风教风，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和学识

风范教育感染学生；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正义，引领社会风尚；言行雅正，举止文明；

自尊自律，清廉从教，以身作则；自觉抵制有损教师职业声誉的行为①

我们通过这六大方面和其所涵盖的详细解释可以看出该规范对高校教师师德的

要求全面而严格：爱国守法是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但对于教师来说它更是政治道德要

求，它规范了教师与国家之间的关系②，只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教师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道德，同时，考虑到教师的

职业特点，在遵纪守法方面又特别提到了要遵守国家的教育方针，履行教师义务，更不

允许有不利于学生成长的言行。敬业爱生是对高校教师职业的基本要求，是教师入职

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的执业标准③。它从教师的职业道德入手，强调了教师所承担的职

４４２

①

②

③

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印发《高等学校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２－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ｍｏｅ／ｓ６３４２／２０１２０１／ｘｘｇｋ＿１２９１９０ｈｔｍｌ

泰州学院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特点［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ｈｔｔｐ：／／ｘｇｂｔｚｓｚｎｅｔ／ｓ／１８／ｔ／
３１０／５２／６１／ｉｎｆｏ２１０８９ｈｔｍ

东南大学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解读［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９－１０］ｈｔｔｐ：／／ｓｂｃｓｅｕｅｄｕｃｎ／ｓ／
２６６／ｔ／２０２４／１ｂ／２ｅ／ｉｎｆｏ７２４９４ｈｔｍ



业责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应该拥有的职业道德———

恪尽职守，甘于奉献。同时，它也规范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老师对待学生的正确

态度和行为。教书育人针对的是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①，该点主要强调的是育人，即

全面提升学生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综合素质，帮助学生了解并学会知行合一，学思结

合。考虑到高校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规范中也明确提到兼职问题，即不得做影响教学

工作的兼职，要求教师分清主次工作。严谨治学重点是规范高校教师的学术研究行

为，它首先要求高校教师树立探求科学真理的意识，又强调了一定要本着诚信原则去

探求学问。服务社会主要是规范高校教师与社会的关系，高校教师所掌握和具有的知

识与专业资源是推动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它要求教师在必要的时刻努力为

社会做出贡献，又提出教师不能滥用社会资源，造成浪费。为人师表重点是规范高校

教师的社会道德责任，它一方面指出教师在学生面前所应该展现的风范，另一方面又

指出教师应在社会树立的形象，要求教师注重自身的职业声誉。因此，通过该规范可

以看出国家对于高校师德的重视程度。

（四）国家领导人对“师德”的重视

每年的教师节，国家领导人都会拜访一些学校以庆祝教师节，他们在演讲中处处

透露着对师德的重视。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号召
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近年来，我国国家领导人在教师节讲话中对

师德都有所要求（见表３）。

表３　近年来我国国家领导人在教师节讲话

年份 领导人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习近平
第一，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第二，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第三，做好老师，要有扎

实学识；第四，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

２０１３ 习近平

希望全国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学习，拓宽视野，更新知识，不断提高

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

２０１２ 温家宝
要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教师要把教书放在第一位；只有教好书，才能育好人；只有“教”，

才能成为“师”；教师要时刻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５４２

① 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解读［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４－１０］ｈｔｔｐ：／／
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ｌｉｎｋ？ｕｒｌ＝ｎｏＲＷＲＳ６ｏＬＦｗｕｓ＿４１ｑＺＱｐ５ｇ＿Ｗｑｋ－Ｚｎ８ｂｊ６７ｙｊ８ｏ＿ＺＶＡＲｍｇ２ＪＡｙＩｒＵＥ０２ＶＳ２ｓＤｉｌＣ－ｕｒ
ＭｑｆｂＺＨｓＱＳｓＦＩ６ｘｓＢＤｋｐ－ｈｖｎｖＥｊ８５ＹｗＨＬＰｋ８ｔｋＵ８ｙＣ



续表

年份 领导人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胡锦涛
希望广大教师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师德修养，钻研教学业务，不断开

拓创新，扎实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２０１０ 胡锦涛

希望全国广大教师以先进楷模为榜样，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自觉培养高尚师德，不断增强

专业素质，全面提高教书育人水平，为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做出

更大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开资料整理。

二、国外高等教育中对“师德”的关注

（一）中外师德标准的差异

国外对师德的主要看法，与我国师德论述有异也有同。同在于都会关注教师的品

德、性格，并且作为教学需要，学富五车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要素。而不同在于，国外

的教育比较开放，教师不会限制学生的自由，可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与创意，自行

决定自己完成功课和任务的途径，只要不是采取抄袭、欺骗等违背常规的方法，教师就

不会予以阻止。

国外高校对师德的要求各有千秋。著名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①曾说：“我所谓教

育就是指对儿童适当的习惯所给予善端的培养———当把快乐、友谊、痛苦和憎恨都适

当地植根于儿童心灵中的时候，他们对这些性质固然还不能明白。但一旦获得了理

性，就会发现这些都是相和谐的。这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时，即是道德；而那种

依于快乐和痛苦的特殊训练———就是在引导着你去恨你所应恨的，爱你所爱的———从

始至终，是可以分开来的。我看这可以正确地称为教育。”②而罗马时期的著名教育家

昆体良③在其代表作《雄辩术原理》中，系统地总结了古希腊、罗马学校教育的实践经

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又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教育的原则、方法，他特别强调教

师应当是和蔼又严峻的，绝不能随意体罚学生。并且应当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

个性、才能和倾向，更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④。

６４２

①

②

③

④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公元前３４７），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
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Ｐｌａｔｏ：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ｄｏｃ／６８４２２５８ｈｔｍｌ

柏拉图师德箴言［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０４－０５］ｈｔｔｐ：／／ｓｈｉｄｅｈｎｊｙ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ａ＝ｓｈｏｗ＆ｃ＝
ｉｎｄｅｘ＆ｃａｔｉｄ＝１９＆ｉｄ＝３１５４＆ｍ＝ｃｏｎｔｅｎｔ

昆体良（３５—９６），是公元１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ｄｏｃ／６２００２０３ｈｔｍｌ
昆体良 雄辩术原理［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０７－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ｊｉａｏｙｕ／

２３４３２８４ｈｔｍｌ



（二）国外高校师德标准的五个特点

国际上普遍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多个组织或国家都对

师德规范做出了明文规定。例如，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
教师地位的建议书》①文件。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提出高校师德规范的国家，其规范内

容不仅表现在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教师对待职业、对待学术的

态度，并在师德规范建设上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其规范的形成具有地方性和行会性；

规范的提出是以法律为准绳；可操作性强。这些对我国现有师德规范的建设和创新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美国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有着务实、规范、独特的经验，为世界

各国所借鉴。其师德建设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探索阶段以及完善阶段。通过不断完

善师德建设的观念、制定并执行系统的师德评价标准、加强教师师德的自我约束与外

在监管等形式，美国逐步建设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科学性、规范性、实践性的师德体系。

美国师德建设的理论建构及实践运作，对我国师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作

用③。归纳起来，国外高校师德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对于教师职业道德有着
明确的规范和结构层次；②将师生关系作为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的准则与标准的重要内
容；③强调师德教育的内化与养成；④根据法律提出师德要求；⑤在教师的使用上严格
把关④。

第一，对于教师职业道德有着明确的规范和结构层次，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教

育职业道德规范》将师德的概念划为三个层次，其中每个层次又有不同的要求与准

则，让我们通过表４概述。

表４

师德理想 相信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真理，力争卓越，培养民主信念

师德原则

师德原则以师德理想为基础，它包含两方面：第一，在对待学生方面，要力争帮助每个学生实

现自身的潜能，使他们成为有价值而且有用的社会成员；第二，在对待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

方面，要竭尽全力提高专业的水准，争取条件来吸引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从事教育工作，并且防

止不合格的人从事教育专业

师德规则
师德规则是教师行为的具体要求，它主要从教师对待学生与自己的职业两个方面阐述［由于

内容过多（１４条），因此不一一赘述］⑤

７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郑金洲，黄向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日、俄师德规范简介［Ｊ］教育参考：师德教育专辑，１９９７：
１６７－１６９

杨华，吴俊美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对我们的启示［Ｊ］中国高校师资研究，２００６（６）：４３－４６
唐爱民，方蕾蕾美国师德建设的历史进程、经验与启示［Ｊ］中小学德育，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５
李欣国外师德建设的思考与启示［Ｊ］师德与德育，２０１４（４）：５３－５５
教师教育训练中心国外教师职业道德比较［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８８ｃｏｍ／ｐ－

３８８７３６５１３５０７８ｈｔｍｌ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教师职业道德概念的层次感与内容的全面性。

第二，将师生关系作为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的准则与标准的重要内容。美国是典

型。美国的《教育职业道德规范》的师德原则的第一点就明确指出：在对待学生方面，

要力争帮助每个学生实现自身的潜能，使他们成为有价值而且有用的社会成员；在其

次的师德规则中有８条（共１４条）是专门制定规范师生关系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师生关系是教师职业道德准则与标准中的重要内容。

第三，强调师德教育的内化与养成。美国仍然是典型。美国将职业道德教育融入

日常生活，在美国，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教育：间接教育，将教师道德教育融入

公民教育，注重道德践行。而不是通过专门开课讲座来进行教育。在日常生活中让教

师真正理解教师的职业道德并付诸行动。

第四，根据法律提出严格的师德要求。英国是典型。师德教育及师德观念的

确立主要通过立法和间接渗透来实现。首先，法律明文规定了教师的权利与义

务，要求学生理解与掌握，如《学校教师报酬和条件法》《种族关系法》《性别歧视

法》《工作中的卫生与安全法》《教师习惯法》《儿童法》《教育法》等。西方国家通

过立法的方式强调师德不仅体现其一贯的法治精神，同时也有助于帮助教师树立

对师德的敬畏之心。

第五，在教师的使用上严格把关。日本是典型。他们挑选教师时格外重视其道德

品质，从而避免了日后淘汰、解雇教师，这对教师人格形成极大尊重，能够有效激励教

师个体更自觉、自律，努力成为面向民众的美好道德理想的化身。通过这五点我们不

难看出，在国外，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不仅十分受到重视，而且通过各种形式与制度辅助

建设。在这之中，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从而解决当前我们在建设方面的

一些问题与困境，探索出适合我们的道路。

（三）其他国家案例

２００６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职业道德标准》要求教师具备四方面的品质：关
爱、尊重、信任和正直。１９７５年，美国《教育专业伦理规范》认为教师不应无理限制学
生的独立行动，不应无理阻止学生接触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应故意隐瞒或歪曲有关学

生进步的主题内容，不应故意使学生处于尴尬或受贬低的处境中，不应因任何歧视而

不公正地对待学生。１９５２年，日本《伦理纲领》写道：教师应有良好、健康、适度的生活
习惯及教养；有坚强意志和坚韧的性格；自主、自律、诚实并具有责任心；有进取心，热

爱真理、努力追求并实现理想。新西兰颁发的《新西兰注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表示：

教师与学生的监护人及家人是合作关系，应鼓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教

师积极支持有关促进人人机会平等的政策和计划，平等合作。

８４２



第二章　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高校师德问题的数据统计

在一项“关于高等学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调查中，有４６５％的人认为当
前高校师德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育人意识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教师的

道德行为。在价值观调查中发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有２３６％的高校教师
选择了“先利己后利人”和“利己而不损人”，还有２０％的教师没有固定原则①。针对
高校教师的职业理想信念，广州师范学院的一项调查中，在回答“如果有第二次职业

选择的机会，您是否会选择教师职业”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不会的占２１４％，无所
谓的占２６３％②。对于老师与同学们的交流程度、教课内容以及课堂气氛这三项内
容进行的调查如图１、图２、图３所示。

图１

另外一项调查数据选取于仙林校区南京师范大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问卷调查

统计③。在该问卷中，在很多有关师德的选项中，学生满意率低于 ５０％的选项占
５３８％（１３项中共７项小于５０％）。学生认为教师最为主要的三个问题是：一是以权
谋私，认为老师不以权谋私的学生仅占被调查学生的３９％；二是高校老师高尚情操与
奉献精神的缺乏，这项规范的满意率只有４３９％；三是衣着整齐得体与语言规范健康

９４２

①

②

③

李梦丽毕业生视角看高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ＥＢ／ＯＬ］（２００５－１２－１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ｎｅｗａｉｒｃｏｍ

李硕东广州师范学院教师师德状况的调查［Ｊ］广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１２）：３３－３６
陈晓枫基于仙林校区南京师范大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５－

２６］ｈｔｔｐ：／／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ｈｉｂｌｏｇ１６３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ｔａｔｉｃ／１８２８０８３３５２０１１４２６８５０４８１３４／



图２

图３
资料来源：载浦卫忠，周敏高校师德建设理论与实践［Ｍ］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２４

的欠缺，这项规范的满意率也仅为４３９％。因此，从这份调查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今
高校教师在师德方面确实存在着大量问题，在下一节中，我们会主要介绍高校师德建

设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高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表现类型

一、高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师德建设正面临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职业理想需进一步坚

定，教学科研能力需进一步提升，表率作用需进一步凸显，不良学术行为的整治力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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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等①。岳军（２０１４）对我国高校的师德缺失现状做出四种判断：缺乏敬业精
神和精业精神，育人意识淡薄，对学生缺乏爱心，师生关系趋于冷漠及学风浮躁、学术

道德下滑②。本文将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价值取向错位，责任意识淡薄

近年来，部分高校教师把自己的职业降低为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价值取向错

位，不能为人师表。教师对待自己本职工作的态度表现是：教学上，马马虎虎，敷衍塞

责，上课照本宣科，作业批改不认真，只注重课时数量，不注重教学质量；教研上，不思

进取，得过且过，不注重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探索和研究，满足于现状；与学生交流

方面，缺乏热情和关心，不愿花精力去主动了解学生心理动态。缺乏自尊、自重、自爱

精神，难以起到表率作用，主要表现为：有些教师自由散漫，迟到早退，举止粗俗；个别

高校教师向学生漏题泄题或送人情分；有的高校教师则在评职称、评重点学科、评硕博

点等方面做手脚，或在招生、学生入党等工作中敲诈勒索。

（二）教师授课问题重重，重学术轻育人

教学内容能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教师的专业素养应

包含在高校师德之中。如今的知识翻新速度可谓日新月异，有能力的教师不仅应及时

获取最新的学科发展内容，还要能自己预测出学科变化方向，给学生主动提供拓展学

习和更多的实践机会，而不是一味地拘束于学好课本知识，能够应付考试的状态。现

阶段由于过度扩招和高校岗位竞争压力增大，学生管理上的教、管、导分工，极大程度

上减少了师生间沟通的时间与深度，加之教师评价体制不完全，部分教师把自己定位

为业务教师，只注重给学生传授具体的专业技能，忽视学生思想品德的培育，而把育人

的职责完全推给学生辅导员和思想教育工作者。同时，各所学校纷纷把抢夺高学历、

高职称、高科研的人才作为自己的强校战略，而对于教学能力和师德却大多语焉不详。

学校对师德的考核也抽象、空洞、随意，只要不犯错误、不出事故，师德考核就是合格甚

至优秀。这也直接导致不少教师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忽视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因

此，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教师在职业道德方面完全靠自修自律，实在既无动力，

也无压力③。

（三）急功近利，利己主义盛行

高校合格人才的培养，科研的突破，往往都是教师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它需要整

个教师团队密切配合！但是，当前，一些高校教师凡事只考虑自己，价值标准注重实

用。同事之间则文人相轻，互相诋毁，互相贬低，互相拆台。在申报课题评职称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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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万义当前高校师德建设的主要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２（９）：７５－７８
岳军我国高校师德的缺失与重塑［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４（５）：９２－９３
黄明宇新形势下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研究［Ｊ］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１３－１４



个人利益的活动中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造成部分教师关系紧张，这阻碍了良好学

科团队的形成。

近年来，在我国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悖于学术道德的现象，主要有：

学术剽窃，对他人的学术思想不加注解据为己有，或者对他人的成果采取剪刀加糨糊

的方式部分据为己有，悍然将他人的整篇论文甚至整本书直接署名为自己；学术伪造，

即学术论文中某些数据不是经过研究实验得出的结果，而是作者自己编造的；学术篡

改，即作者对引用的数据进行修改、隐瞒不利数据从而用于伪造创新成果和新发现；故

意夸大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经济与社会效益，博取名利。师德蕴涵着教师这种职业

的崇高美，更使教师职业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但是免除不了部分教师急功近利，把

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作为最高理想，缺乏应有的敬业精神，工作敷衍了事，对学生漠不

关心，对名利等看得过重，本末倒置，甚至不惜为获得学术上的认定进行造假。如

２０１４年５月７日，一则举报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１０篇论文的帖子引起
网友热议，指出张世友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发表在不同学术期刊上的１０篇论文中，至少８
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网友质

疑高校学术环境恶劣，学术造假成风，担忧中国再无人潜心做学问①。这极大程度上

伤害了人民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与高度，同时给高校带来了不良社会影响。

二、高校师德建设中诸多的表现类型

（一）无论课上或课下教师与我们有充分接触：属于师生关系类型

现在的教师，有些缺少和学生的接触和沟通。学生会觉得教师过于严肃，而产生

一种恐惧的心理，这样既不利于身心健康，同时为学习也平添了一份压力。其实教师

与学生沟通，会让学生感到老师很亲切，从而愿意追随老师的脚步，展开自己的心扉，

把老师当成亦师亦友的人。这样做同样可使教师更了解学生，从而制定出更加适合学

生的教育方式。因此，适当的互动是双方同时获利的一种做法。

（二）教学内容能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属于教师的专业

素质类型

如今的知识更新速度可谓日新月异，就拿高考政策来说吧，基本上是一年一小变，

三年一大变。教师作为指导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导师，如若和新思想脱轨，那坑害的不

是一个人，而是一批学子。甚至于，有能力的教师不仅应及时获取最新的学科发展内

容，还要能自己预测出学科变化方向，给学生主动提供拓展学习和更多的实践机会。

而不是一味地拘泥于学好课本知识，应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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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国洲 网曝论文造假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被解聘 ［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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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讲课有助于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气氛好：属于教师的专业素质类型

都说美国的课堂教育丰富多彩，以“做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上课的兴趣。笔者

并不完全同意，毕竟各国有各国不同的文化底蕴，这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但是我们的

确可以从美国的教育方法上得到一些启发和启示：那就是怎样才能调动起课堂气氛，

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于课上４０分钟的学习上；怎样才能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去自
主学习，而不是被动地被人用小鞭子抽着学。这一方面得靠教师的个人魅力，如亲和

力、幽默感等等，让学生觉得这个老师很有趣，愿意和老师交流。而另一方面就要靠教

师的自由发挥了。教师可以用一种独特的课堂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的目光，让他们对

上课产生兴趣，潜移默化地学到知识。

第三章　新形势对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新要求

第一节　新形势下教育观念的转变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建设

的需要。在新的教育形势下，我们必须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等方面有所转变，才能成

为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和较强教育教学能力的优秀教师，完成培养人才的重任①。教师

也从以往只讲专业知识慢慢扩大自己的教授范围，慢慢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一言

一行对学生的影响愈发加深。

一、新形势下我国教育观念的转变

当前我国的大背景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进行改革，在经济全球化下进行开

放，这与几十年前以政治斗争为主流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社会需要全面发展

的人才，需要理论与实践并存的人才，需要能够对新事物有极强接受能力的人才。所以，

我国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过去只针对精英阶层的

高等教育如今也已经面向了大众阶层。总体来说，我国教育观念主要有以下几点变化：

（一）培养主动接受知识的人才

在现代社会中，新知识、新观念不断涌出，这要求人们主动并独立地去学习接受它

们，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社会输送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这也就要求高等教育

必须建立起一套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的制度，从而符合社会需要。

（二）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当今世界，各个学科和领域之间的交叉越来越频繁，一个岗位很可能要求职员同

时掌握多种技巧才可以胜任，因此，这也就要求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应从培养单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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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楚长鸿新形势下教育观念的转变［Ｊ］基础教育参考，２００９（７）：７８－７９



的人才转变到能够培养多方面专业发展的人才①。

（三）鼓励学生个性发展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由于受极端“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实施的教育质量

观基本上忽视个人的性格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实施，我国的社会生活回归正常

轨道，我们开始尊重并重视人的个性。因此，我国的教育事业，包括高等教育的人才培

养目标和相应的质量观都开始注重学生的个性。

二、新形势下教师角色的转变

（一）不做“蜡烛”，做“海绵”

我们赞美老师，常常将老师比作“蜡烛”，用来比喻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他人。可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教师仅仅做一支“蜡烛”是不足取的。正所谓“活到老，

学到老”，教师作为学生学习和实践活动的教导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如今的知

识体系日新月异，变化之快超出了想象，书本的知识远远不够，并且还会局限思维方

式。除了课堂学习，老师还可以让学生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多方面渠道获取

丰富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更为丰富的经验。因而，教师要做

一个可以不断吸收新思想，走在思想潮流前线的“海绵”，保持强烈的学习欲望和旺盛

的进取精神；要“一专多能”，既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又掌握多学科的基础知识。

（二）不做“园丁”，做“雕塑家”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师是个辛勤的“园丁”，将形态各异的“花草树木”“修

剪”整齐，学校希望教师培养出的学生个个成绩优异，为学校的升学率等做出贡献，认

为成绩能够决定一切。可是当我们真正走到社会上时，才发现学历并不等于能力。在

学生努力学习时，却同时丧失了个性，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于是，我们发

现，教师不该仅仅是“园丁”，他们该成为拥有无数不同作品的“雕塑家”。一个雕塑家

可以通过面前材料的质感不同，雕刻出形态迥异的雕塑。而每个学生即如此，都有自

己的特长，只要好好培养，都会是社会中不同方面的人才。

（三）不做“演员”，做“导演”

学生不是储存知识的容器，教师也不是自娱自乐的“演员”，传统文化中，“填鸭

式”的教育使学生丧失了创造力。他们的行为的确被规范了，可是想象力却被束缚

了，而且这一束就是一辈子，小时候的塑造会影响人的一辈子。教师应该做一位“导

演”，让学生自己体验各种“表演方式”，看哪种更适合自己。教师在此过程中应当起

指导作用，甚至也可让学生自导自演，教师则做好后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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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师魂“孟二冬”与胡锦涛总书记的回信

其实，２００６年过得很不平静①。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人事部、教育部做出决定，授予孟二冬“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

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同时号召全国教育系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向孟二冬学习。我注意到“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等各中央喉舌媒体的严肃、准确

用词：“人事部、教育部要求全国教育系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学习孟二冬的先进

事迹，学习他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爱岗敬业、为

人师表、为教书育人恪尽职守、呕心沥血的精神。”

２００６年教师节前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９月７日举行“教师节表彰暨职业道德
建设活动动员大会”，党委申建军书记一再表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发展机遇与困

难，强调了师德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性。无独有偶，９月１０日，胡锦涛给北大教
授孟二冬的女儿孟菲回信的报道播发后，在全国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胡锦涛在信中动情地说：“我是含着热泪读完你这封来信的。你对爸爸无尽的思

念，你记述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仍惦记着他的学生、眷恋着他未竟的事业，所有这些，都

使我深受感动。你爸爸是一位平凡的学者，但他以勤勉踏实的治学精神攀登学术高

峰，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你爸爸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但他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却深

深打动了每一个人，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你爸爸不愧是教书育人的杰出楷模，不愧是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你爸爸的去世，对你们家人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对北

大、对国家教育事业也是一个重大损失。”（详见：胡锦涛的回信全文）

非常感人肺腑的语言，我们深深思索与学习着胡锦涛的回信全文。

第三节　我们应该学习孟二冬什么？

胡锦涛的回信，情真意切，寓意深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落实“教书育人、育人为本”，加

强师德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书育人的核心含义，是党和国家最根本、最重要

的办学宗旨。贯彻落实胡锦涛回信精神，就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牢固树

立“教书育人、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观念，坚持把育人为本摆到学校全部

工作的中心位置，作为对高校教师的根本要求，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渗透到学生

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做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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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为笔者职业生涯规划期间一篇札记《学习孟二冬同志事迹及胡锦涛总书记回信有感———兼论年轻

教师应该坚持的价值观》，学院网页有报道，详见ｈｔｔｐ：／／ｃｂａｃｕｅｂｅｄｕ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ｓｐ？ＩＤ＝７７０。后学校党委
宣传部专门给予刊登：张祖群师魂“孟二冬”与胡锦涛总书记给其女儿的回信［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报，２００６
（２０）现在根据当时读书札记修订而成。



为了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给孟二冬教授女儿的回信，笔者再次翻看《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特别强调：以加强师德建设为核心，以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以加强和改

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为突破口，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全面落实教书育人、育人

为本的要求，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胡锦涛在信中说，孟二冬教授一生挚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他不仅在浩如烟海

的典籍中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在三尺讲台上讲授和传承中华文化，而且以自己的模

范行为诠释和躬行中华文化的精髓。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全部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学识的魅力，而且体现了人格的魅力。他的崇高精神和品德值

得各行各业的人们认真学习。

孟二冬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在数十年的求学与教学过程中，将做

人和做学问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默默无闻地实践着一个共产党

员和人民教师的价值标准，用自己的行动再次诠释了人生的真谛。

孟二冬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正是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他这样的

学者。他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向上的精神追求，谦和待同事，关爱待学生，始终坚守

着知识分子应具有的责任、执着、勇气和道义，在平凡间显示出不平凡的品格。

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孟二冬 你让我们感动》中指出的一样：在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教师。我们学习孟二冬，就是

要学习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标准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为教书育人恪尽职守、呕心沥血的精神；

学习他崇尚师德、治学严谨，为追求学术锲而不舍、求真务实的精神；学习他珍爱生命、

坚韧不拔，为战胜疾病不屈不挠、积极乐观的精神①。

胡锦涛语重心长地对孟菲说，你在来信中表示，决心继承爸爸的遗志，选定教师这

个职业，继续完成爸爸未竟的事业。这令我十分欣慰。相信你一定会继承和弘扬你爸

爸的崇高精神，刻苦学习知识，加强品德修养，努力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用之才，不辜

负你爸爸对你的殷切期望和嘱托。

胡锦涛的信在广大师生中传开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们受到

极大的感动和鞭策。师生们纷纷表示，在学校５０周年校庆之际，学校正面临着二次发展的
良好机遇。在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和对广大师生亲切关怀下，我们教师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学校不断改进我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不断改善学校老师的办公条件等。我们一

定要认真贯彻回信精神，学习孟二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德，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可以这么说，孟二冬同志是千千万万个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工作的好同志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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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人民日报》社论：孟二冬 你让我们感动［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１－２５（１）



优秀典型。胡锦涛关心孟二冬和他的家人，为全社会做出了尊师重教的表率。

孟二冬老师就是一段梯子和桥梁，起的是传递知识、洗涤灵魂的衔接作用，但是这

个作用在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无比重要。就是在这种普通的讲坛上，做一个人民需

要的人。他的后继者，他的学生能够踩着他的肩膀上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季羡林

先生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孟二冬把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全部凝聚在工作中。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

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在自己三尺讲台上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看到了一位

学者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无比丰富的心灵和高尚的人文情怀。

第四节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德是我们年轻教师永远追求的主题

“十五”期间到２０１０年前后，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劳动者素质和人才

结构的要求必将发生重大变化。２１世纪，我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教育更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今后５～１０年，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抓紧完成并不断深化各项重大教育改革，加速教育事业的发展，把人力

资源作为国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人才，千方百计缩小同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

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历史性贡献。（详见：《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的

“二、‘十五’期间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年轻教师没有理由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的祖国好好工

作，好好生活，努力培养造就新时代的优良的大学生。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国务院批转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三、
实施‘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中特别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继续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第二个标题即“１２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内容如下：要把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重要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制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教育实施纲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贯彻《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加强诚信教育，落实教育德育大纲、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加强和改

进高校思想、政治、品德课程，促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切实增

强德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加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提高法制教育和国

防教育的实效。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创建安全文明校园。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回信精神，做好庆祝２００６年教师节
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指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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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尊重教师、关心教师、爱护教师，身体力行、一贯务实的作风也为全社会尊师重教树

立了榜样。回信对教育工作具有特殊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３１日，工商管理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及离退休教师相聚北京蟹岛共
贺２０１０新年。工商管理学院退休教师董舜琪老师就师德专门有一个讲话稿。她说：

“我们是老教师，已站在了岁月的高处，退出了工作岗位，但我们毕竟还是教师。

无论多元化如何变（经济转型、文化事物、家庭转型），但师道、师魂不转变，师魂是我

们广大教师共同的品格和精神，因为师魂是一种高尚的情操、高洁的道德修养集于一

体的品质，是一种献身教育、孜孜以求的境界，是一种呕心沥血、身体力行的磨砺；是引

领一个教师不断进取的原始力量。因为师魂体现为师品———品优为师，又体现为师

智———学高为师，还体现为师表———身正为师。

“我虽然年事已高，但决不能失掉老教师的风范，以教为荣、教业为导，作为一名

教师就应铸就师魂，终生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职

责，所以老师面前才冠以人民两个字，我们是人民教师。

“作为教师，多年来我以‘为人师表’为标杆，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辛勤耕耘，孜孜

以求，在教学领域中不断开拓创新并结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坐而论道’

的同时还要‘起而引之’，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使他们在走出象牙塔之后很快

能成为单位的工作骨干；日常生活中我能严于律己，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学

生及时沟通，交流思想，探讨学术，腪及业，腪未来，腪家庭，帮助学生克服学习生活中

的困难，成为学生的严师、慈母和朋友。从教几十年，我充分体味了舌耕砚田的乐趣，

也领悟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与庄严。

学习无尽头、奉献无止境，精神获利也是收获。”①

这篇小文笔者经常读，有阅历的老教师才能写出这样诚恳的话。因此，笔者想到

作为一个教师应该牢记的训导：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物欲横流、江河日下的今天，

房价暴涨了，孩子养不起了，家有老小自己压力太大了，同时代同龄人“发”了，某某人

买名车了，某某人包二奶了，某某人出国镀金了……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诱惑，我们面临

太多的价值失衡。教师中的少许人丧失了自己的价值观，丧失了自己的生活尊严，准

确地说是不知道应该坚持怎样的价值观。

党中央给我们年轻教师树立了孟二冬这样一个新时期的学习榜样，胡书记的讲话更

是感人肺腑、情深意切。我们年轻教师，就是要学习孟二冬同志甘于寂寞、严谨治学、为

追求学术锲而不舍、求真务实的精神；学习孟二冬同志珍爱生活、自强不息、为克服困难

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神；学习孟二冬同志在教师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教书育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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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祖群访谈董顺琪教授，手稿打印本第３页，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自觉肩负起为中华民族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任务，为全

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开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前不久，北京大学一名副教授在网上公开家庭收支状况，自称入不敷出，这件事被

炒得沸沸扬扬。而在一年前，高校教师却被国家税务总局列为“高收入个人”行列，各

个高校（包括我校）也逐渐对个人年收入超过１２万元人民币的教师征收额外的个人
所得税。媒体分析灰色收入导致高校教师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笔者看到，一位自称“青椒”（可能是青年教师）的大学教师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存

状态（见图４）：省力不费劲的课轮不到，院系以外的课时费高的没机会，院内课时费低
的课倒是一大堆，推都推不掉，比很多博士、教授、副教授要多得多；经常会有临时课程

安排下来，上课时间短，要求一本书全部上完，做的课件以后也没有重复使用的机会，

工作成本很高，可“青椒”嘛，没有拒绝的资本；职称低没有什么相关的补助；专业没有

赚外快的市场，即使有也没有精力了……①

图４　高校“青椒”困境示意图（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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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观察：校园“青椒”干得最多拿得最少？［ＥＢ／Ｏ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ｏｌｃｎ／ｇｕａｎ＿ｃｈａ＿２０４４／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ｔ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１９９２７９ｓｈｔｍｌ



“青椒”困境反映出了青年教师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高校青年教师刚参加工

作时间不长，面临科研考核、教学考核、社会网络评价等重重压力，陷入困境，同时收入

极其低，又赶上买房还贷、结婚、生孩子、家里养老用钱等人生高消费时期，心理压力突

然增大。２０１３年，作为“青椒”的代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青
年学者张晖在京逝世，引发了学术界对于青年教师成长初期艰难处境的热烈讨论。我

们的年轻教师其实都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青椒”！

师德是我们年轻教师永远追求的主题！我想说的是，既然选择了教师，在今天这

个转型时代，就别想短暂成为“暴发户”。目前就只能选择清贫，选择清高，选择青灯

独坐，选择付出远远大于回报。等我们年老的时候，才会有保尔·柯察金那样不为虚

度青春年华而后悔的名言。我们年轻教师，只有在崇高师德和清苦岗位的基础上，脚

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计名利，认真教学，认真撰写科研论文，才能赢得学生、同事与领

导的尊敬与认可，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四章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对策与途径

第一节　具体解决途径

如何来构建大学师德，显然不是一句话或者单个方面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它

需要社会、大学、教师多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对于师德建设，只有以德行、学识来教

化教师、教化学生，大学才具有真正的“大学精神”。在这一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

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师德教育、舆论环境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探

讨。一些学者则从某个具体角度对高校师德建设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①。刘

碧容（２０１１）②针对我国高校师德中存在的敬业精神欠缺、价值标准模糊，师表意识淡
薄、人格影响弱化，师生关系疏远、只教书不育人等现象，提出理顺师德领导体制、强化

校园大环境的渲染和建设，注重教师自身的人格塑造，完善师德评价监督机制，建立师

德激励约束机制，是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当务之急。李杨（２０１１）③认为，高校师德建
设长效发展的核心路径是高校全方位、多途径开展师德教育工程。发达国家有很多关

于师德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将师德规范纳入法律，这样既可以增强师

德的权威性，又为处罚违背师德的教师提供依据。再比如强调师生关系，教师所面对

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因此，师生关系可以说的确是师德建设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需

要我们在这方面制定更为详细的规定与更严密的监督制度。当然，在学习过程中，我

们还是要以我为主，找寻适合自己特点的经验而不是盲目照搬。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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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露璐高校教师师德问题研究综述［Ｊ］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６（１）：７６－７８
刘碧容新时期加强高校师德建设实效性的路径探索［Ｊ］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２０１１（６）：８５－８７
李扬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高校师德建设探讨［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１（５）：１１－１２



几个步骤：

一、自律为主，自我修炼

进一步提升师德教育在教师教育中的地位，定期集中教师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

想政治教育，引导教师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在加强道德教育的同时，有必要

加强教师的道德实践活动，使广大教师在实践中能够更好地理解道德规范，使之成为

教师普遍认可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质并意识到教师这个职业

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感。同时，让教师在各种活动中加强交流，也可以增强他们的团队

意识与合作能力。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以前辈学人的崇高师德作为镜子，时时进行对照，

就能进行良好的自我塑造。教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辱感，要对所从事的职业

有着良好的自我认知。社会对教师职业进行了定位，即教师不仅要“教书”还要“育

人”。教师只有自己有良好的师德，才能育好人。教师工作的“示范性”和学生所特有

的“向师性”，使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学习、

模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个小小的许诺都会引起学生的重视。教师的这种影

响力在大学生中同样有明显体现。对教师来说，从自我做起，做出表率，才能感染和影

响学生。尽管与中学生相比，大学生一般被认为更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但是一个有

着高尚师德的教师往往会被他们认为是“魅力型”教师，会受到欢迎和爱戴。这些魅

力型教师对待学问和人生的严谨认真态度、对待学生的关心和真诚爱护在潜移默化中

被大学生所学习。教书育人的实效只有通过学生的“亲其师，信其道”，才能进而演化

为“乐其道”。所以，师德建设要求教师在实践中，注重自我学习、自我修炼、自我约束

和自我调控。要坚持学习，以此坚定理想信念，更新教育观念，进而优化教学过程，增

强法律意识等。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他律为辅

就算是一个成年人，也会有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所以适当的外界压力的给予

还是必要的。首先，加强教师团队建设，鼓舞教师群体，激发荣誉感，促进师德建

设。教师之间有适当的比较是好事，可以激发教师的教学动力。教师之间的交流，

可以促进教师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教师也需要鼓舞，也需要一个良好外部环境的

营造。因此，帮助他们化解心中的矛盾，可以使更多的教师将外部压力内化成自身

的动力，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其次，加强制度建设，实施灵魂塑造，在实践中进行培

养。崇高的思想行为和精神境界，往往与人文素养、学识深浅相关联。大学要充分

重视学校的精神文明，要充分调动教师学习和活动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引导教师分

辨各种社会思潮，同社会上不良思想做斗争。新的历史时期，师德的培养方式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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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对教师的教育要渗透教学科研活动中，渗透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渗透丰

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渗透精神文明创建中。最后，发挥学生作用，激发教师

潜力，促进师德建设。２１世纪的大学生，思想更为开放，知识更为驳杂，综合素质更
高，这在客观上督促教师，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增强自己的师德修养，提高

个人魅力，以适应学生的需求。

师德建设进程中需要明确的法律、完整的制度，用以规范教师言行，将主观看

法量化为标准尺度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应当建立高校教师师德的监督与

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包括外部监督与内在自省两部分，使得老师与学生都参与到

师德建设进程中，也使教师师德的建设避免脱轨的可能性。学校相关部门要根据

不同层次的教师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师德建设规章制度和实施规章的具体措施，

并认真落实。把师德建设纳入学校考核范围内，从教师的教学态度、教案的规范、

课堂教学的内容形式方法、课后对学生的关怀、遵纪守法、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

总体效果等诸多方面，都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建立师德师风评议制度，通过一系

列制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根本上引导教师做好教书育人工作，为弘扬优良师

德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节　研究启示与案例推广

西方较早提出师德建设，因此在此方面相较于我国已先行许久，其人文气息浓重

的师德建设不仅拥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有许多与中国相融相通并值得我们借鉴的

经验。

一、注重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实现“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

西方国家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尤其强调师生关系，认为师生关系是教师道德的

核心内容。如前文所述，在我国高校中教、管、导分工，给高校教师造成“各司其职”的

错觉，从而导致师生交流少而浅。邵红云认为，“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工

作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和变革，新时期的教师角色也应随之而变，这种转变不是不尊师

重教，而是要求教师由管理者转化为指导者，由知识的灌输者转化为交流者，新时期高

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师生平等、民主和谐、交流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

要求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教师要改变‘高高在上’的传统观念，平等师生关系，尊重学

生，把学生看作一个独立的主体，确立服务学生的新观念。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

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思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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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高校教师师德根本，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

西方国家比较注重划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结构层次，这是其在师德建设中

比较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国有着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

就对教师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孔子就提倡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论语·子路》中

提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里的

“身”不仅指教师以身作则，也包括追求至善至美的德行。另一方面，应让高校教师对

自己本身的职业有荣誉感与归属感，这项目标的达成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只有当高

校教师完成了自我认可，才会将美德发挥到极致，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当前有关师德的报道很多，本论题选择正反两方面各五个案例（见表５）。

表５

正面案例 反面案例

季羡林：帮新生看包① 范美忠：地震时丢下学生先跑②

张丽莉：舍身救学生③ 孔庆东：网上肆意谩骂④

谭千秋：汶川地震保护学生⑤ 黎某：强奸学生⑥

向倩：汶川地震护学生⑦ 林某：扇学生耳光⑧

胡忠、谢晓君夫妇：坚守高原为学生⑨ 高某：打学生还找人做伪证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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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老头，给我看下包［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ｎｈｕｉｎｅｗｓｃｏｍ／ｚｈｕｙｅｇｕａｎｌｉ／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２／０３／
２３／００４８５７１４８ｓｈｔｍｌ

范美忠事件［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２８］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ｌｉｎｋ？ｕｒｌ＝ＷＱｒｈＺＴｊＹＡｆｉｈｕｚＷｔｋｍＯｌＭ
ＳＮＸｕＬｅｑＹｗｆＺ２ａｏ０ｚＯＢ０ＬＺｎＶ６０ｇＫ５３ＺｔｊｙＺＱｐｔＲＣｕＫＬＦ＿ＡｎＳＱｍＢｇｋＺｒＥｂＺｖ６ＩｋＦＥｃｑ

教育部授予张丽莉“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５－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ｇｎ／２０１２／０５－１４／３８８７４３９ｓｈｔｍｌ

北大孔教授　排比粗口骂记者［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１－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ｗｂ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１１／
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２１０６７ｈｔｍ

谭千秋：用双臂护住４个学生［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ｄｕ／２００８－０５／
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１７７３１１ｈｔｍ

贵州一小学教师性侵１０余名女学生　最小的仅８岁［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４－２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
１４／０４２７／０８／９ＱＱＶＡＮＶＬ０００１４ＪＢ６ｈｔｍｌ

向倩：张开双臂保护学生　身体被压成三截［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３－３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０９０３３１／００１３１６ｈｔｍ

广东贵族学校一小学生骂老师被连扇数个耳光［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４－１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４／
０４０３／０５／９ＯＳＰＥＥＭＵ０００１１２２９ｈｔｍｌ

《感动中国２０１１》获奖者胡忠、谢晓君：颁奖辞［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２－０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ｔｖｃｎ／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０２０３／１２１８５１ｓｈｔｍｌ

洛阳一老师疑打骂学生找４学生作伪证颠倒事实［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９］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１４０５０９／０５９００４ｈｔｍ



针对当今高校所频出的师德问题，本论题给出了三大解决方案。

（一）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学校可以组织一些人士去国外考察，了解国外的师德建设情况，同时，派专人研究

当前已有的有关国外师德建设的著作，然后由两方人士共同商议，找出适合自己学校

采纳的方案。操作该方案时，去外国先进师德建设学校考察，能否与外国学校协商好

是关键，这对于国家级与各地方级的重点大学而言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一些质量不

高的高校来讲，操作起来会有一定困难。

（二）以多种形式加强教育

学校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从而加强师德理论的教育，并可

以适当进行考核检验教师的掌握情况。可以通过开展一些学术活动、文体活动吸引教

师与学生参与，让教师在实践中与学生共同活动，从而进一步增强师生关系，使教师感

受到自己在面对学生时所需要拥有的爱与责任意识，从而帮助教师更进一步加强对师

德理念的理解。这对于高校来说不会存在经济、技术上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如

何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三）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学校首先需要组织相关的人员，制定相关的规章、实施方案以及适当的奖惩机

制。其次，为了保证制度落到实处，可以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合适的部门去执

行相关的方案与制度，在实施监督制度时应以学生为主体实施对教师的监督，因为

学生是评判教师师德最合适的人选。该项监督机制实施起来需要涉及的单位和人

员较多，而且形成一套完整合理的制度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多次反复的实践，所以实

施难度较大，但却是最有效的方式，适用于有完整部门体系和管理能力较强的高校

实施。

综上所述，坚持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长久的工作，也是社会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需要在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国情现状并借鉴西方发

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完善师德建设法制规范与激励机制和考评机制的建设，只有这样，

才能使高校师德建设深入人心，加快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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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０２＿ｚｃ
ｗｊ／２０１３０１／ｘｘｇｋ＿１４７３８６ｈｔｍｌ

［２３］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 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的通知［ＥＢ／ＯＬ］
［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０２＿ｚｃ
ｗｊ／２０１２０２／ｘｘｇｋ＿１２９８７２ｈｔｍｌ

［２４］教育部 教育部 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２－１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ｍｏｅ＿１６４／２０１１０２／１１４８３６ｈｔｍｌ

［２５］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 ２０１０年工作要点》的通知［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０１－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Ａ０２＿ｚｃ
ｗｊ／２０１００５／ｘｘｇｋ＿８７８２０ｈｔｍｌ

［２６］张兴华山东实施高校思政课教师十百工程［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４－２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５１４７／２０１３０４／
１５１０９０ｈｔｍｌ

［２７］蒋夫尔 新疆确保高校教学经费［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１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５１４７／２０１３０８／１５５６５９ｈｔｍｌ

［２８］北京市教委怀柔区出新规加强师德建设［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４－１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ｄｕ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ｐｏｒｔａｌ２７／ｔａｂ１７２３／ｉｎｆｏ３１３０２ｈｔｍ

［２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
发〔２００４〕１６号）［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１０－１５］

［３０］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２０１０〕１５
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８－１３］

［３１］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
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党〔２０１３〕１２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０４］

［３２］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
人〔２０１１〕１１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３３］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
国委员 会 关 于 印 发 《高 等 学 校 教 师 职 业 道 德 规 范》的 通 知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１－１２－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６３４２／
２０１２０１／ｘｘｇｋ＿１２９１９０ｈｔｍｌ

［３４］泰州学院《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特点［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ｈｔｔｐ：／／ｘｇｂｔｚｓｚｎｅｔ／ｓ／１８／ｔ／３１０／５２／６１／ｉｎｆｏ２１０８９ｈｔｍ

［３５］东南大学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解读［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ｈｔｔｐ：／／ｓｂｃｓｅｕｅｄｕｃｎ／ｓ／２６６／ｔ／２０２４／１ｂ／２ｅ／ｉｎｆｏ７２４９４ｈｔｍ

［３６］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解读［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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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２０１２－０４－１５］ｈｔｔｐ：／／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ｌｉｎｋ？ｕｒｌ＝ｎｏＲＷＲＳ６ｏＬＦｗｕｓ＿
４１ｑＺＱｐ５ｇ＿Ｗｑｋ－Ｚｎ８ｂｊ６７ｙｊ８ｏ＿ＺＶＡＲｍｇ２ＪＡｙＩｒＵＥ０２ＶＳ２ｓＤｉｌＣ －ｕｒＭｑｆｂＺＨｓＱＳｓ
ＦＩ６ｘｓＢＤｋｐ－ｈｖｎｖＥｊ８５ＹｗＨＬＰｋ８ｔｋＵ８ｙＣ

［３７］郑金洲，黄向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日、俄师德规范简介［Ｊ］教育
参考：师德教育专辑，１９９７：１６７－１６９

［３８］杨华，吴俊美国高校师德规范建设对我们的启示［Ｊ］中国高校师资研究，
２００６（６）：４３－４６

［３９］唐爱民，方蕾蕾美国师德建设的历史进程、经验与启示［Ｊ］中小学德育，
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５

［４０］李欣国外师德建设的思考与启示［Ｊ］师德与德育，２０１４（４）：５３－５５
［４１］教师教育训练中心国外教师职业道德比较［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８８ｃｏｍ／ｐ－３８８７３６５１３５０７８ｈｔｍｌ
［４２］李梦丽从毕业生视角看高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ＥＢ／ＯＬ］

（２００５－１２－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ｅｗａｉｒｃｏｍ
［４３］李硕东 广州师范学院教师师德状况的调查［Ｊ］广州师范学报，１９９９

（３４）：３－４
［４４］袁曦学生眼中的师德现状［Ｍ］／／载浦卫忠，周敏高校师德建设理论与实

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２４
［４５］陈晓枫基于仙林校区南京师范大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问卷调查数据统

计［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５－２６］ｈｔｔｐ：／／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ｈｉｂｌｏｇ１６３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ｔａｔｉｃ／
１８２８０８３３５２０１１４２６８５０４８１３４／

［４６］杨万义当前高校师德建设的主要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Ｊ］中国青年研
究，２０１２（９）：７５－７８

［４７］岳军我国高校师德的缺失与重塑［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４，０５：９２－９３
［４８］黄明宇新形势下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研究［Ｊ］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

报，２０１１（１）
［４９］陈国洲网曝论文造假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被解聘［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５－

０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ｃ＿１１１０５８３４３８ｈｔｍｌ
［５０］楚长鸿新形势下教育观念的转变［Ｊ］基础教育参考，２００９（７）：７８－７９
［５１］马识途，曹丰浅谈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１１－０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ｕｎｗｅｎｔｉａｎｘｉａｃ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ｒｅｅ１００３６１２４２／
［５２］张祖群师魂“孟二冬”与胡锦涛总书记给其女儿的回信［Ｊ］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报，２００６（２０）
［５３］孟二冬 你让我们感动［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０１－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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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观察：校园“青椒”干得最多拿得最少？［ＥＢ／Ｏ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ｏｌｃｎ／ｇｕａｎ＿ｃｈａ＿２０４４／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ｔ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１９９２７９ｓｈｔｍｌ

［５５］王露璐高校教师师德问题研究综述［Ｊ］道德与文明，２００６（１）：７６－７８
［５６］刘碧容新时期加强高校师德建设实效性的路径探索［Ｊ］当代教育论坛：

综合研究，２０１１（６）：８５－８７
［５７］李扬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高校师德建设探讨［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１

（５）：１１－１２
［５８］邵红云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途径研究［Ｄ］西安：长安大学，

２００８：２８－３０
［５９］老头，给我看下包［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ｎｈｕｉｎｅｗｓｃｏｍ／

ｚｈｕｙｅｇｕａｎｌｉ／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２／０３／２３／００４８５７１４８ｓｈｔｍｌ
［６０］范美忠事件［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５－２９］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ｌｉｎｋ？

ｕｒｌ＝ ＷＱｒｈＺＴｊＹＡｆｉｈｕｚＷｔｋｍＯｌＭＳＮＸｕＬｅｑＹｗｆＺ２ａｏ０ｚＯＢ０ＬＺｎＶ６０ｇＫ５３ＺｔｊｙＺＱｐｔＲＣｕＫＬＦ＿
ＡｎＳＱｍＢｇｋＺｒＥｂＺｖ６ＩｋＦＥｃｑ

［６１］教育部授予张丽莉“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２／０５－１４／３８８７４３９ｓｈｔｍｌ

［６２］北大孔教授　排比粗口骂记者［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１－０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ｄｗｂ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１１／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２１０６７ｈｔｍ

［６３］谭千秋：用双臂护住 ４个学生［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５－１２］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ｄｕ／２００８－０５／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１７７３１１ｈｔｍ

［６４］贵州一小学教师性侵 １０余名女学生　最小的仅 ８岁［ＥＢ／ＯＬ］［２０１４－
０４－２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４／０４２７／０８／９ＱＱＶＡＮＶＬ０００１４ＪＢ６ｈｔｍｌ

［６５］向倩：张开双臂保护学生　身体被压成三截［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３－３１］ｈｔ
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０９０３３１／００１３１６ｈｔｍ

［６６］广东贵族学校一小学生骂老师被连扇数个耳光［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４－１３］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４／０４０３／０５／９ＯＳＰＥＥＭＵ０００１１２２９ｈｔｍｌ

［６７］《感动中国２０１１》获奖者胡忠、谢晓君：颁奖辞［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２－０３］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ｔｖ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０２０３／１２１８５１ｓｈｔｍｌ

［６８］洛阳一老师疑打骂学生找４学生作伪证颠倒事实［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５－
０９］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４０５０９／０５９００４ｈｔｍ

附件一　师德师风建设社会调查问卷

尊敬的社会各界朋友，教师同仁：

２００８年，国家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联合颁发了新修订的《高校教师职业

８６２



道德规范》（国教〔２００８〕２号），２００９年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高校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的指导意见》（教师〔２００９〕１７号）。根据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
件的要求，结合我市教育工作实际，决定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在北京市属
高校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
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不断深化北京市属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高职工队

伍素质、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特制订“师德师风建设社会调查问

卷”。希望您本着“对学生负责、对教育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积极参与到活动中

来，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良好建议。我们将对您的答卷进行认真学习和分析，并根据

您的意见加强整改。

张祖群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
一、请从下列各题中选择最符合您的一项，将选项的序号填入题后的括号中。

１您认为教师对学生应尽的职责是：（　　）
Ａ只是教书　　　　Ｂ教书并管理　　　Ｃ只是管理　　　Ｄ教书育人
２您认为和以前相比，当前学校教师的师德素质是：（　　）
Ａ有所下降 Ｂ基本没有变化 Ｃ有所上升 Ｄ明显好转
３您认为学校在师德师风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Ａ育人意识淡漠 Ｂ爱岗敬业精神不强
Ｃ自身表率作用欠缺 Ｄ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不强
４您认为环境、制度对学校现有师德状况的影响有：（　　）
Ａ经济环境压力 Ｂ人际环境压力
Ｃ制度环境压力 Ｄ学习氛围环境不浓
５您认为教师的个人作风问题会不会给学生带来影响：（　　）
Ａ不会，个人道德不属于师德范畴
Ｂ会，教师个人道德也是师德内容
Ｃ教师就是要比一般人的道德要高尚，不能放松自己修养
Ｄ教师也是人，只要不在课堂上爱怎样就怎样
６您认为影响教师形象和威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
Ａ作风正派 Ｂ举止高雅 Ｃ知识渊博 Ｄ衣冠整洁
７对于教师进行社会兼职的做法，您的看法是：（　　）
Ａ可以，市场经济的必然
Ｂ不可以，这样太分散教学精力了
Ｃ无法接受，破坏了教师队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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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没有看法
８对于产生师德水平下滑问题的原因，您的看法是：（　　）
Ａ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Ｂ教师个人放弃了思想道德修养
Ｃ缺乏法律约束机制 Ｄ教师管理体制的问题
９您认为加强师德建设的有效方式是什么：（　　）
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制约机制
Ｂ奖惩结合，以奖为主
Ｃ严格管理，严惩落后
Ｄ加强氛围建设，培养教师道德自觉
１０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建立和修订本校的教师师德规范：（　　）
Ａ需要建立 Ｂ很有必要建立 Ｃ没有必要 Ｄ标准是约束
１１您认为教师师德规范要求的对象应该是：（　　）
Ａ仅是任课教师 Ｂ教师和教辅工作人员
Ｃ教师和干部 Ｄ全体教职工
１２您认为学校在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方面做得（　　）
Ａ好 Ｂ较好 Ｃ一般 Ｄ较差
１３您所了解的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总体情况 （　　）
Ａ好 Ｂ较好 Ｃ一般 Ｄ较差
１４您认为当前教师对工作的责任感表现情况（　　）
Ａ强 Ｂ较强 Ｃ一般 Ｄ差
１５您认为当前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爱护程度（　　）
Ａ关心爱护 Ｂ较关心爱护 Ｃ一般 Ｄ差
１６您认为当前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　　）
Ａ深 Ｂ较深 Ｃ一般 Ｄ不了解
１７您认为当前学生喜欢老师的程度（　　）
Ａ喜欢 Ｂ较喜欢 Ｃ一般 Ｄ害怕
１８根据您所了解的情况现在是否有教师体罚及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　　）
Ａ没有 Ｂ偶尔有 Ｃ经常有 Ｄ很普遍
１９教师与家长交换孩子在校表现情况的态度：（　　）
Ａ好 Ｂ较好 Ｃ一般 Ｄ差
２０教师与家长交换意见的联系方式经常是：（　　）
Ａ打电话 Ｂ告诉学生 Ｃ家访 Ｄ网络
２１教师是否利用工作之便让您帮助办私事：（　　）
Ａ没有 Ｂ偶尔有 Ｃ经常有 Ｄ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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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您认为教师是否应该抓好课堂教学纪律：（　　）
Ａ要抓好 Ｂ只要管好教学就行Ｃ请班主任协助 Ｄ无所谓
２３您认为学校教师在尊重学生、尊重家长方面做得（　　）
Ａ好 Ｂ较好 Ｃ一般 Ｄ较差
２４有没有教师在工作期间做有偿家教或违规补课的现象（　　）
Ａ没有 Ｂ个别 Ｃ普遍 Ｄ不了解
２５学校和教师有没有对学生、家长吃、拿、卡、要情况（　　）
Ａ没有 Ｂ个别 Ｃ较多 Ｄ不了解
２６您对学校的行风、师德师风的总体评分是（　　）
Ａ优，即８５分以上 Ｂ良，即７５～８５分
Ｃ一般，即６０～７５ Ｄ差，即６０分以下
２７您认为有没有必要把师德作为评价指标，列入年终考核和职称评定：（　　）
Ａ应该列入 Ｂ不需列入
Ｃ无所谓 Ｄ是一种约束
２８您认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主要靠：
Ａ法律约束 Ｂ自我修养
Ｃ管理机制约束 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２９您对当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看法是：
Ａ标准高不可攀 Ｂ近似空洞 Ｃ很好 Ｄ不了解
３０您认为教师的社会形象应该是：（　　）
Ａ一个普通的人 Ｂ一个有感召力的人
Ｃ一个清高的人 Ｄ一个有示范作用的人
二、请谈谈你对下列观点的赞同程度，在相应栏目中打“√”。

观点 赞同 一 般 不赞同

（１）教师应坚持高尚情操

（２）教师应讲奉献

（３）教师应向学生奉献全部知识和力量

（４）教师应不断提高科研能力

（５）教师应有丰富的知识

（６）教师应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７）教师应热爱所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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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观点 赞同 一 般 不赞同

（８）教师不应利用职责之便牟取私利

（９）教师应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１０）教师应衣着整齐得体，语言规范健康

（１１）教师应以身作则、礼貌待人、作风正派

（１２）教师应注重言传身教

三、请根据您的观察与理解，留下宝贵意见，提出真诚建议。

１您认为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在师德师风方面表现不良的突出现象是什么？应该
如何加以改进？

（１）向家长索要钱物等以教谋利行为。
（２）工作时间中午饮酒和酒后进教室。
（３）在课堂使用通信工具和收发短信。
（４）有偿家教、违规办班和擅自兼职。
（５）反规定收费和推销教辅等资料。
（６）招考工作中徇私舞弊和施受贿赂。
（７）辱骂、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２您认为北京市属高校在管理上还存在哪些不足？请提出合理的意见。
３您认为北京市属高校系统在行风建设方面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您有什

么良好的建议？

附件二　课题主持人简介

张祖群（１９８００８
!

），男，汉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研修教师，现为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系党支部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遗产旅游与文化产业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方向），超星学术视频主讲教师。主持完成国家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文化产业重大

招标计划（政府采购文化产品）等１１项，主持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教
育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

目等８项。入选校级中青年骨干教师与后备学科带头人。荣获校级“科研标兵”“优
秀主讲教师”“先进教工知识分子”“全国教师科研专项基金先进实验工作者”称号。

入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４批后备学科带头人、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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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培养对象（ＴＹＥＰＴ２０１４０６）。获得２００９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２０１４北京市教育
工会调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２０１３年度调查研究成果三等奖。发表核
心期刊论文６０余篇，３９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索引，３篇ＣＳＣＤ引用。出版著作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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