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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敏：加强师德建设要突出机制创新

作者：杜敏 阅读：363 次 时间：2006-7-7 来源：光明网

     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精神，要把优化制度环境、突

出机制创新作为着眼点。要根据制度体系的结构功能，高度重视制度结构的系统性、层

次性和可操作性，找准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林林总总的制度规定环环紧扣、相

互配合，形成实用化、程序化的制度体系。 

  要加强教师师德培训 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培训机制，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道

德水平。新教师除了参加主管部门举办的岗前培训之外，学校还应定期组织教师进行全

员轮训。学校人事管理和师资管理部门要把师德培训纳入师资队伍建设之中，建立健全

师德培训档案，将师德培训制度化、规范化。学习培训要适应形势的变化，紧紧围绕学

校的中心工作和师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不同年龄、不同职称的教师群体，坚持区别

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不断创新学习载体，积极开展时事政策、师德规范、现代教育

理论、教育政策法规、教师心理健康、信息化教学技术等方面的学习培训。有条件的，

要安排骨干教师到学校有关职能部处短期“挂职”锻炼、参与学校师德建设的计划、组

织和实施，加强实践环节的教育。在学习管理上，要严格学习纪律，完善考核方法，建

立激励机制，把教师参加学习培训的情况作为评聘晋升职称职务的必要条件，不断提高

教师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  

  要加强师德评优表彰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评优机制，积极开展典型示范教

育。要准确界定评比标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提高评比办法的操作性、可比性；要高度

重视评比程序的民主性、广泛性，把评比过程作为宣传发动、典型示范、营造舆论、展

示形象、进行教育的过程。要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教师身边发生

的生动、鲜活、可信、可学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

的情操塑造人。同时，还要有效地运用不同的激励手段，把评比结果与满足教师实际需

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增强责任心和荣誉感，形成学先进、争先

进的良好氛围。  

  要加强师德考评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考评机制，自觉遵循高校教育教学一般

规律和教师劳动的规律，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师德评价办法。要加强师德行为规范系统与

识别规则的研究。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中，必须把比较原则、抽象的师德规范，按指标评

价范式要求对考评目标进行具体化的处理，增强师德考评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在考评

结果的处理上，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评价的结果要与一定的奖惩激

励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考评模式的选择中，既要体现目标管理的要求，也要重视过程管

理的要求，积极开展形成性评价方法的研究。  

  要加强师德工作评估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监督机制，建构科学有效的师德建

设监督评估体系。要建立师德督查巡视组，把学校各级组织开展师德建设的工作纳入规

范管理，建立和健全师德工作领导问责制，把开展师德工作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述

职、业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健全学校、教师、学生、督导

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的师德建设监督网络，把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自下而上监督

和自上而下监督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要鼓励教师注重自我道德修养，自我反省自律，

以达到慎独的崇高境界。  



 

  要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师德建设工作

的领导，把师德建设列入党委行政工作的议事日程。完善师德建设的管理体制，优化师

德建设的工作机制，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职责，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相关部门

各负其责，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协调一致的工作格

局”。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工作队伍建设，设立师德建设的专项经费，为师德建设提

供必要的设备和条件，努力使各项旨在强化师德建设的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 （作者单

位：浙江工商大学）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6-07/03/content_4393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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