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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配合国家教育部组织实施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1日讲
话精神及“以德治国”的方略，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人事司等有关司局共同
制定了“关于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工作计划”。
本书的编写是这一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
 当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师德建设，师德教育已经被列为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
内容之一。
本书以专题研究为主线，以典型的案例及案例分析为依托，从教师工作、生活实际出发设置情境、提
出问题，突出师德教育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本书将适应新世纪对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需求，该书也适用于在校师范生以及申请教师资格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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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1　遵守师德规范——师德修养的行为准则　　教师，是人类文明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古今中外，凡是尊师重教的国家或民族，在充分尊重教师的同时，也对教师职业道德提出了越来越高
的期望。
中国具有悠久的尊师传统。
在新的世纪里，在进一步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加强教师职业道
德修养更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含义与特征　　在我们讨论如何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时候，首先要
明确什么是教师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关系，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与公民道德
规范、职业道德规范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1.道德规范与职业道德规范　　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有人做过非常形象的比喻：生活像是一盘各式各样的菜，而道德就像菜中的盐。
盐本身不是菜，但各种各样的菜离不开盐。
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道德，道德已经如盐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些说法最能说明道德的重要性。
1987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
有记者问一位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您是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的？
”这位老教授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
”记者以为他在开玩笑，问他学到了什么。
老教授说：“学到了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学到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学到了所有东西
要放整齐；学到了吃饭前要洗手；学到了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学到了午饭后要休息；学到了要仔细观
察大自然。
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
”实际上，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都是重要的道德内容。
　　（1）道德规范。
　　道德是指人们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伦理习惯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
表现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特殊的规范性，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规范体系。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以行为规范方式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还有法律、法规、政治，等等。
但道德规范和别的行为规范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首先，道德规范具有利他性。
道德规范是用来调整个人同他人、个人同社会利害关系的手段。
道德规范在调整这些关系时，追求的是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其次，道德规范主要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依靠人们的道德自觉性来维系的，而不是如法律一样需
要一种特殊的外在的强制力量来维持。
当然，道德也需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这样的外在力量来维系。
但如果个人的内心信念与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发生冲突或者不一致时，道德规范就难以起到约束作用
。
再次，道德规范的作用表现为提倡性、规劝性、表扬性和示范性。
它与法律以明确的命令或者禁止方式而发生作用是不同的。
　　（2）职业道德规范。
　　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活动现象，道德意
识现象和道德规范现象。
是社会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化。
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群，有着共同的劳动方式，具有共同的职业理想、兴趣、爱好、习惯和心理特征，
结成某种特殊的关系，形成特殊的职业责任和职业纪律，从而产生特殊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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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
”概括起来，职业道德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内容和范围上有一定的界限，即只体现和作用于从事
某种职业的人，对该职业以外的人没有约束作用，也不具备实际意义；第二，人类社会的分工使长期
形成的职业相对稳定，其职业道德也基本上是稳定、连续的；第三，职业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多
样性，不同的职业对其从业人员有着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些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相应的
职业道德规范之中。
　　2.教师职业道德的含义与特征　　（1）教师职业道德的含义。
　　教师职业道德，简称师德，是从事教师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
它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是调节教
师与他人、教师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对教师行为的基本要求。
　　由于教育活动的特殊性，教师的职业道德比其他职业的道德要求更高。
教师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很难以严格的时空划分，很难准确量化；学生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育人需要
一定的周期，教师的工作又难以个人单独完成，难以在短时期内见到成效。
所有这些，都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要有奉献精神。
　　教育劳动和其他劳动不同的显著特点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即把一个自然
的人培养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实现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教师的教育劳动既要直接培养、教育学生，又要组织各种教育力量，形成合力，共同培养、教育学生
。
教师在教育劳动中的各项组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道德手段来完成的。
因此，对于教师的教育劳动来说，采取道德手段，建立道德关系、提高自身道德水平、塑造自己的道
德形象，是改善教育劳动的必要条件，是教育劳动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2）教师职业道德的特征。
　　由于教师职业性质和活动形式的特殊性，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是其标准和要求高于其他职业
道德。
　　第一，高度的自觉性。
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师的职业活动是崇高而艰巨的。
人们常常把教师比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因为教师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可塑性很大的、
代表着人类希望和未来的青少年一代。
因此，这种职业决定了教师不仅要用自己的丰富学识教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高尚品格育人
；不仅是通过教学传授知识，而且是以自己的品格去“传授”品格，以“心灵”塑造“心灵”。
换言之，教师必须以自己的良好德行和习惯去影响和培育学生，使之成为品行优秀的新一代。
正是基于这个特点，社会才对师德水准要求很高，教师职业道德较之其他职业道德在道德意识水平上
有着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第二，明显的示范性。
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具有直接和间接的示范作用。
教育活动的主要对象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有个性的活生生的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
教师的职业性质和活动特点，决定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具“以身立教”的作用，决定了教师要以身作则
，时时处处起表率作用。
道德行为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是实现道德动机、道德目的的手段。
师德不仅是对教师个人行为的规范要求，而且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
教师通过其职业道德行为的示范、感化，深刻地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塑造着学生的品质。
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学生在学校期间的成长，还影响着学生一生的生活道路。
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格处在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模仿性强，可塑性大，易受成人和外界环境的影响。
学生打交道最多的是教师，他们最信任的也是教师。
这种事实不仅要求教师的师德具有高水准，而且还要求教师在各方面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典范。
教师的职业性质、活动特点还决定了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待人处世的态度乃至气质、性格不
仅对学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还会通过学生对家庭和社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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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曾多次对社会上一些职业进行过职业形象和职业理想的调查，在家长最希望孩子将来从事何种职
业的回答中，教师都排在前几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师的道德修养较高，青年人在这样的队伍中容易好学上进，受社会负面影响
小。
因此，“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教师职业道德才成为社会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强烈的时代性。
这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道德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变迁与道德发展有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
正因为如此，教师职业道德在当今社会转型和过渡时期，不是全盘否定中华民族历代所形成的传统师
德规范，而是从中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教师的职业道德不断地在继承和发展中弘扬和创新。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要求是由教育实践决定的，而教育实践又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决定的。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如何体现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反映时代的需要，需要人们；宝践中
不断探索。
我国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建国以后知当长的时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干扰下，中国教师职业传统道德中的很多优秀内容，被当做
“封建糟粕”否定了。
外国的一些优秀的师德内容，也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了。
而代之以阶级斗争的理论，空洞的政治口号，不着边际、难以操作的模糊要求，仅些做法曾对教师职
业道德修养，对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甚至对教师的地位都带来了重大破坏和影响，造成了极为
严重的后果。
因此，当前加强师德建设就更为重要，已成为新时期对教师成长和发展的突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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