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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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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为教师职业道德设置了 一 定 的 规 范。然 而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教 师 却 常 常 面 临 诸 如 义 利 冲 突、角

色冲突和心理冲突等矛盾。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 是 由 于 规 范 的 伦 理 内 涵 与 具 体 的 伦 理 行 为 存 在 偏 差，理 想 化 的

伦理规范与现实的评价体系不一 致，利 他 性 的 伦 理 要 求 湮 没 了 教 师 利 己 性 的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所 造 成 的。因 此，建 构

“以教师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对于提高教师道德素养，规范教师行为，促进教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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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与教师专业化

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对教师行

为进行判别评价的标准与规范。然而，教师在实践

中却面临着许多难以抉择的道德困境。

１　教师职业道德的冲突

教师职业道德冲突同其他矛盾冲突一样，有着

普遍的社会根源，但是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因而

教师职业道德冲突在义利、角色间、利他与利己性上

又存在着非同一般矛盾冲突的特性。

１．１　行为取向上的义利冲突

教师行为取向上的义利冲突具体体现为教师如

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不乏有大量的中小学教师

具有从事课程改革的愿望、锐气和胆略，希望能够真

正实现素质教育，为学生和自身的发展争取更大的

空间。可是由于改革的滞后性，很多学校仍以考试

成绩作为评价教师工作好坏的唯一指标，因而在“学
校利益”面 前，教 师 的 个 人 期 盼 与 利 益 仍 旧 无 法 实

现。此外，在“科研先导”、“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

背景下，一些高校教师在利益的驱动下，不顾惜教学

质量，而去 一 味 的 追 求 所 谓 名 利 双 收 的 学 术 成 果。

这种职业重心的偏移不仅直接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有关教学责任及教师道

德的品质也荡然无存。

１．２　行为表现上的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就是一个人由于担任不同角色或在同

一角色内难以统一自己言行的境遇。具体来说，教

师角色冲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是教师角色与其他

角色的冲突。如教师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冲突，由于

教师职业的特殊性，绝大多数人都会对教师抱有较

高的期待，将教师圣人化，认为教师在各个方面都应

该做得面面俱到，殊不知教师也是一个普通人，同时

教师在家庭中也有自己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为

了达到社会的期许，教师要投入超常的精力以完成

教书育人等各种要求，在学校完成一天的辛勤工作

后，晚上回家还要备课、批改作业、甚至搞科研等等，

这样教师在为事业和学生献身的同时，很可能会因

为时间、精力难以平衡而致使自己没尽到由家庭角

色所带来的责任，使教师身心俱疲。第二是教师角

色内的冲突。如新课改时代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各项能力都能够全

面发展。而部分家长和学校仍然以学生的考试成绩

来评判教师工作的好坏，这样就常常使得教师处于

两难之中。



１．３　行为动机上的心理冲突

这一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期待与教师自

身期待所引发的心理冲突。教师作为整个社会的精

神楷模、行为师表，很多人认为教师应该是“完人”、
博学多才，精通各门学问，殊不知术业有专攻，教师

也有自身知识的局限。还有一些人认为教师就应像

蜡烛一样只讲奉献，不求索取，而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的教师也同样面临着生活繁杂与重压，也有自身职

业外的需求，他 们 不 希 望 人 们 总 把 他 们 当 做“角 色

人”。由于不同教师个体的差异性，他们对教师的角

色活动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定向与意识倾向。在当今

知识经济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教师已

不愿做“传统型”教师，他们也要实现自己在生活上

的其他价值，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已把教师职业看成

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都能实现的普通职业，而不是

只实现精神价值的特殊职业。

２　现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规范悖理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不难看出既有的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普遍存在着忽视教师个体教学伦理意

识、脱离教师个体需求等问题。

２．１　规范的伦理内涵与具体的伦理行为不一致

首先从理论渊源上看，我们对教师职业道德内

涵的认识和理解，多是通过对古代先贤理想品质的

经验式高度总结概括而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

展，人们对教师职业道德进行了不断的重构和丰富，
形成了包含师德理想、师德原则、师德规范等在内的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这些抽象的伦理道德规范

确实为规范教师的行为提供了指导，然而在具体实

践中却忽视了教师的主体性和个人需求，脱离了教

师工作和生活的实际，缺乏人文关怀。如在现实生

活中，由于教师待遇水平低下，为了谋求个人生计，
他们也会在工作之外进行一些营生，而这却被称为

是没有教师素养，背离教师伦理规范。这就足以说

明目前我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仍然停留在理想的层

面，而没有从教师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出发。

２．２　理想化的伦理规范与现实的评价体系不一致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他律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在

法律的基础上来规范教师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就规定教师在贯彻国家教

育方针、执行学校教学任务等方面应当履行的义务。
同时社会又在自律层面上赋予了教师良心的内涵，
要求教师对学生、工作自觉的履行职责。虽然从宏

观层面来讲，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强制性，但在实

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又有着自主的控制权。比如有

的教师注重素质教育，尝试进行教学改革，不断探索

适合学生的教育方法，主张劳逸结合、全面发展，而

有的教师纯粹仅仅为完成教学任务而以灌输知识为

主，不顾及学生的需要和发展。从理想层面来看，多
数人会认为后者缺乏师德、没有良心，而前者则具有

较好的教师道德素养。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后者

所教学生成绩高于前者，那么很多人就会倾向于否

定前者的工作方式，这样就会使教师很难在素质教

育和应试教育中进行抉择。

２．３　“利他性”的伦理需要与“利己性”的生活需要

不一致

　　自古以来，教师就被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

人，以至于教师稍微做出一点顾及自身的行为，便会

被贴上自私的标签，认为教师违背了职业伦理道德。
所以，强调教师的“利他性”成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的重要特征。虽然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活动，为教育

事业奉献无可厚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迫于社会

现实的经济压力和生活需求，教师也会本能地倾向

于利己性。再者，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完成教

学任务，还要面对不同的学生、家长，处理各种事宜，
并为这些不断变化的对象积极地提供服务与帮助，
这就使得教师工作成为一个不断耗费精力、智力和

情感的职业。因而“利他”与“利己”的不一致也就直

接影响到了教师正常的生活。

３　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重构的思考

要实现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重构变革，适应新

课程发展和教师个人成长的需要，就要在吸收传统

教师伦理观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进行革新，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共生。

３．１　始终坚守传统道德的教育标准

在古代，各家学派都对教师的道德品行做出了

严格的要求。如孔子对教师提出的以身作则、爱护

学生、诲人不倦的要求；孟子“往者不追、来者不拒”、
“教者必以正”的师德观；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

存”都强 调 了 教 师 伦 理 道 德 的 重 要 性。但 是，古 代

“师道尊严”、“尊师爱生”的教师伦理观随着时代变

迁与社会发展也应该有所更新。但无论怎样更新变

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
坚守教育的道德性目标，规范教师的道德行为依旧

十分必要，但这种伦理规范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

而不断更新发展，将教师从神圣“天职”转移到教师

内在的道德要求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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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构建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

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学校仍以学科考试成绩来

作为评价教师工作、学生表现的重要指标，但是在理

想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就是关爱学生，
公正对待学生、与学生真诚相处。所以针对当前教

师区别对待学生、只关注学生学习、辱骂学生等有失

教师伦理道德规范的问题，亟须我们在教师伦理道

德规范内建构一套合理的教师评价和激励机制，真

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全面关心学生”作为评判教师

伦理的首要指标，不单以成绩论英雄，尊重教师为实

现学生全面发展而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只有这样才

能全面、立体得评判教师的综合素质，满足教师教学

伦理意识需要。

３．３　创建“以教师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

提升教师的伦理道德素养，不仅要靠他律的强

制规范，更重要的是能够唤醒教师对伦理道德的自

我需求与主动意识。只有通过道德自律，教师才能

真正自觉的依据伦理道德行为来规范行动。任何不

考虑教师成长需求的精神束缚，都将会导致教师伦

理道德的 失 衡。因 此 一 套 完 善 的 教 师 伦 理 道 德 规

范，在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基础上，还必须

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教师成长的意愿与发展的

需求，给予他们更广阔的空间，允许他们去探索去创

新，对教师 的 行 为 也 应 持 一 种 宽 容 和 理 解 的 态 度。
只有这样，教师们才能够更自觉地追求职业的价值

和尊严，更好地敬业爱岗，诲人不倦，在尽职尽责、献
身教育的内在动力的鼓舞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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