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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民教师师德的内涵和特质

李 国 安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市400715)

摘 要:师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既有一般职业道德的共性,如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等,又有其特殊性,

如爱教爱校爱生,勤学勤教勤研,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甘为人梯等。在当前,明确新时期师德的内

涵和特质,对于广大教师坚定职业理想,加强师德修养,树立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的道德情操,静心教书,潜心

育人,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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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时期人民教师师德的内涵

要明确新时期人民教师师德的内涵,有必要考察

一下师德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师德的产生

师德,是随着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

展的。一般而言,教育是指学校教育,但也泛指社会

上一切有教育作用的活动。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等等。古往今来,父母都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父

母被称为子女的“启蒙教师”,并有“子不教,父之过”
之说。在社会上,有技能的能人,有知识的学者常给

他人传授技能或知识,故有“能者为师”、“学高为师”
之说。但上述的“师”并不是职业性的教师。他们的

思想道德不能称为“师德”。现代意义上的师德主要

是对职业教师而言的。而教师真正成为一种专门职

业,是在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产生以后的事。在

我国,早在尧、舜、禹、夏、商时期就建立了学校。到了

西周,学校增多,并分为国学和乡学。当时,西周的学

校实行政教一体、官师合一。国学和乡学的教学均由

官吏兼任,没有专职教师。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落,
私学兴起,教师逐渐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专门的

职业。随着教师职业的确立和发展,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职业教师共同遵守的一些行为规范和思

想品德,这些行为规范和思想品德的总和就是师德。
(二)师德的内涵

师德,顾名思义,就是教师的道德或教师的职业

道德。
在我国 的 古 籍 中,“道”与“德”常 分 别 使 用。

“道”,一是指道路,“道者,路也”。《论语·阳货》曰:
“道听而途说”;二是指法则、规律。《韩非子·解老》
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认为道是万

物遵循的总规律和总原理;三是指一种世界观或一种

思想体系。《卫灵公》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德”,
一是指品质,如美德、善德、公德。《易·乾·文言》
曰:“君子进德修业”;二是指与“道”相对的哲学范畴,
对于“道”的认识修养有得于己,亦称“德”。与此同

时,在我国的古籍中,也有把“道”与“德”并用或连用

的。如,《管子·心术上》曰:“德者道之舍。”《道德经》
曰:“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荀
子·劝学》曰:“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

极。”意思是说,求学者如能按“礼”的规则去践行,就
能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在这里,道德是指一种行为

规范、行为品质和行为境界。而教师的师德就是教师

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中所依据的准则、规范及其应有

的行为品质的总和。只不过,在不同时代、不同教育

制度下所依据的准则和弘扬的品德及精神境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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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或侧重点不同。
在先秦时期,孔子提出教师要以身作则,应“身

教”重于“言教”。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墨子把“有道者劝以教人”作为教

师的大善,把“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作为教师的大

恶。他强调教师要引导学生弘扬正气,抵制邪恶。
唐代的韩愈注重“道”。他提出,教师的基本任务

有三个,即“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中以“传道”为
先。他认为,作为教师,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要有“道”。
不论高贵或卑贱、年长或年少,“道之所存,师之所

存”,“师”与“道”密切结合,不可分离。只要掌握了仁

义之道,就可以作教师。
宋代的朱熹要求教师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惩

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
计其功”。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不

同层次的教师提出了不同的行为准则和要求。他认

为,幼 儿 教 师 应 该“德 性 慈 祥”、“有 恒 性 而 无 倦

心”[1]245;小学教师应该“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

达、诲诱不倦”[1]249;中学教师应该“行谊方正,德性仁

明”[1]249,“诲人不倦,慈幼有恒”[1]252;大学教师应当

“更重德性”[1]256。
近代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尤其强调师范教师的行

为和品德应成为学生的楷模、世人的楷模。他曾解释

道:“什么是师范? 范就是模范,为人的榜样。”以上,
可谓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师德的经典论述和精髓所在。

(三)新时期人民教师师德的要义

“教师”这个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学记》中就已

经出现了。但“人民教师”这个词却是中国现当代赋

予教师的光荣称号。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

出:“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人民的教

育家和教师。”[2]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明确提出,
要争取包括教师在内的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

服务。从此,广大教师不再是昔日的“教书匠”,而是

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光荣的人民教师。随着我国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党
和国家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教师的师德提出了新的要

求,赋予了新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于1984年、1991年、

1997年、2008年颁布、修订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对新时期中小学教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其中,2008年由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中规定:教师应爱国守

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

习等六条。这是我们国家对新时期中小学教师行为

规范和行为品德的新规定、新要求。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对大学教师的师德也提出

了新的要求。2004年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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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有育人

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强调广大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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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教社科[2008]5号)中强调,高校教师要“注重

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做教书育人的典范”。

2010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

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
位[2010]9号)中强调,要加强对“指导教师进行学术

道德和诚信教育”,“加强指导教师的师德教育,督促

指导教师自觉维护学术尊严和学术声誉,加强学术自

律,恪守学术诚信和学术道德”。由此可见,党和国家

不仅对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规范、道
德要求,而且对大学教师的学术道德也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不仅明确了人民教师的涵义和光荣使

命,而且对教师的师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该法第三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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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当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
该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应“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

德,为人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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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规定是对新时期人民教师涵义的法律界定,是对新时

期人民教师必须遵循和践行的根本的师德准则和师

德规范。

  二、新时期人民教师师德的特质

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师德既有一般社会道德的共

有特征,如,扬善抑恶、诚信友爱等,又有一般职业道

德所共有的特征,如,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等。但除了

上述共同特征外,人民教师的师德还有自己的特殊

性。这种特殊性是它与其他道德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也是它之所以成为师德的根本所在。概括起来,新时

期人民教师的师德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殊性。
(一)三个爱:爱教、爱校、爱生

每一种职业道德都要求对本职业的热爱,但不同

的职业有不同的爱。作为教师的师德,应当有三爱,
即爱教、爱校、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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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首先应爱教。爱教是从教、勤教、乐教

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爱校、爱生的基础和前提。在我

国的历史上,凡有作为的教师和教育家均热爱教育,
献身教育。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以身立教”,
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产阶级教育

家徐特立一生“以教书为职业,以教育为事业”,为无

产阶级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时期,尊师重

教蔚然成风,广大教师更是以热爱教育为荣。
热爱教育就要热爱学校,就像农民热爱土地、工

人热爱工厂、士兵热爱军营一样。学校是教育的载

体,是教师施展才华、从事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只

有热爱学校,爱校如家,积极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

贡献,才能真正热爱教育,才能聚精会神搞教学,一心

一意为学生。
教师要热爱教育、热爱学校,更要热爱学生。因

为学生是教育的对象,是教学的主体。爱教、爱校是

为了更好地爱生。教师只有关爱学生,培养出优秀的

学生,才能更加热爱教育、热爱学校。托尔斯泰曾说:
“如果一个教师把热爱事业与热爱学生结合起来,他
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3]在新时期,关爱学生,保护

学生,维护学生权益已成为广大教师的心声和实际行

动。2003年12月重庆开县在特大井喷事故中涌现

出来的用生命保护学生安全的优秀教师群体,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中涌现出来的以谭千秋为代表

的用生命保护学生的一大批优秀教师就是真心关爱

学生的最好体现。
(二)三个勤:勤学、勤教、勤研

“勤”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也是师德的重要内

容。俗话说,业精于勤。要精心教书、精心育人,就应

当勤学、勤教、勤研。
作为教师,不论是传道、授业还是解惑,都需要渊

博的知识。常言道:“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

水。”教师要使自己的一桶水是满满的、常新的,就必

须勤奋学习。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知识更新的速度越

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要给学生传授新知识,解答新

问题就必须勤奋学习、不断学习、不断充电。教师必

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
技术,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为学生传道、授业和解惑。
作为教师,不仅要勤学,更要勤教。教师不仅要

学而不厌,更要诲人不倦。要积极主动地给学生传授

知识,耐心细致地为学生解答问题。要认真对待教育

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对学

习较差的学生要循循善诱,无怨无悔,勤奋耕耘。只

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不断增长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要作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勤学、

勤教,还要勤研。这是因为:要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就必须研究教学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就必

须探索教学规律和教学方式。特别是进行探究式教

学,更需要加强科学研究,以科学研究丰富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由于实践在变化,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在变化,因此,为适应教

学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教师要不断地加强科学研究。

(三)三个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在新时期,广大教师特别是辅导员和班主任老师

应努力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教书育人既是教师崇高的使命,同时又是教师重

要的职业道德。我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强调:
“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教育后一代

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教书育人是教师

的天职,它要求教师在其职业活动中既要努力给学生

传授知识,又要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教师既是科学知

识的教育者、传授者,又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

引路人。它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正确处理教书与

育人的关系,既不能以教书代替育人,又不能以育人

代替教书,而应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更好地实现教

育教学的目的。
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管理育人。在上课

时,要加强课堂管理,通过管理育人。特别是在指导

学生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时更要加强管理,要注重管

理育人。尤其是班主任和辅导员老师①,更应该把管

理育人当作自己的主要职责和道德要求。通过对学

生日常生活和学习进行管理,如对学生的住宿和作息

时间、生活卫生、安全环境进行检查和管理,对学校组

织开展的各种活动进行督促、检查,在管理和检查中

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教育,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
充分发挥管理育人的功能。

在新时期,教师既是学生的教育者又是学生的服务

者。教师要积极主动地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服务。特

别是辅导员和班主任老师更应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不仅要为学生的学习、安全、就业提供咨询服务,而且要

深入学生寝室、活动场所、实践基地为学生服务,努力为

学生排忧解难,做学生热心的服务者,使学生在服务中

受到教育、感化和启迪,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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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个贡献:为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和人民

满意的教育做贡献

教师的教育教学既是一种职责,更是一种事业。
在新时期,教师既要坚定自己的职业理想,搞好本职

工作,又要把教育教学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

来,与人民的教育事业结合起来,与祖国的前途命运

结合起来,为我国的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作

贡献,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贡献。
为人才强国做贡献。培养人才,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人民教师的崇高使命。为了实

现这一崇高使命,广大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

此,人们常常把教师比喻成蜡烛,照亮别人,耗尽自

己;把教师比喻成人梯和铺路石子,为学生的成长成

才铺路搭桥。也有人把教师比喻成船夫,将学生从无

知的此岸送到有知的彼岸。所有这些,从不同角度诠

释着教师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

加速推进,人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能否在国际人才

竞争中取胜,关键在于我们培养造就的人才的质量和

数量。为迎接挑战,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人才强国战

略,努力加大人才培养、人才创新的力度。这给广大

教师培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大教师决不能

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应当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

伟大使命,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施展才华、奉献青春;
为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培养更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为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培养更多创新

型的高层次人才。
为科教兴国做贡献。199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

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正式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建议。从此,科教兴国

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全

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

本,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促进我国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的

战略目标。十多年来,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努力奋斗,
取得了显著成就。科教兴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
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把教育切实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这无疑是对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的一个极大

鼓舞。发展教育是广大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新

时期,广大教师应当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加
强科学研究,搞好教学工作,为全面实现科教兴国战

略尽责任、做贡献。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贡献。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的历

史起点出发,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重要号召。2006
年以来,胡锦涛同志先后在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34次集体学习、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

上的讲话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努力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机会不

公平等问题,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和提高教育质量,不
断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使我们的

教育让人民更满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是党

政部门的重要任务,各级各类学校的重要任务,也是

广大教师应尽的职责。作为教师应该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参加教育改革,促
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要精心教书,潜心育人,努
力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使广大人民放心,使广大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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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eacher’smorality,asaprofessionalethics,bothhasthecommoncharactersharedbysomegeneralprofes-
sionalethics,suchascherishingpostsanddedicatedwholeheartedlytowork,anddevotingtoone’sduty.Ithasalsoits
ownparticularity,suchaslovingteaching,lovingschoolandlovingstudents,studyingdiligentlyinteachingandre-
search,teachingandeducatingstudents,managingandeducatingstudents,servingandeducatingstudentsandwillingto
bealadderforstudentsandsoon.Atpresent,aknowledgeoftheteacher’smoralityconnotationandcharacteristicinthe
newperiodisofimportance.Itissignificantforteacherstoinsistontheiridealofprofession,strengthenteacher’smoral-
itytraining,andsetupmoralsentimentsofwillingtobealadderandpresentwithallrespectforstudents,meditation
teaching,withgreatconcentrationeducatingstudents,andmakemoremajorcontributiontopeople’seducation.
Keywords:thenewperiod;teacher’smorality;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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