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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师德是教师在从事教

学活动过程中需遵守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规范，主要包

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情感、职业认知等[1]。师德

是学校师资质量的重要表征，师德养成则是教师职业

的立身之本。 国家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先后颁发

了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系列政策文件。 深入探究教师

职业道德养成的内在逻辑并有效提高教师的职业道

德水平，是当前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明晰师德养成的价值意蕴

教师职业道德养成是教师教育工作和师德师风建

设的核心内容，也是促进教师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贯彻师德师风建设政策的首要任务

杨卫东指出，“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是师德师风

建设的重要内容 [2]，可见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是师德

师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指导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

战略性原则和行动纲领，师德师风建设的政策意见为

师德养成指明了方向。 党和国家对教师教育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着重强调要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并

针对师德师风建设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 2018 年召

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在强调教师地位的同时也强调要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并指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教师要敬

岗爱业、以身作则。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再次强调了要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并提出将我国教师建设成为素质高、专业

性强的创新型人才，并将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的首

要评价标准。 2020 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指出，人才培养的关

键在教师，首要在立德，故而要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

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将师德师风建设要求贯穿于教

师教育全过程。 2022 年教育部下发《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详细制定了教师职业道德的

行为规范， 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建

设，以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以上政策意见

肯定了教师职业道德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重要性，故

而要落实师德师风建设的相关政策意见，首先要促进

教师的师德养成。

（二）促进教师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 道 者 其 自 身 需 要 先 行 明

道、信道，所以，教师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

责任主体，必然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自己丰富

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3]。可见，师德

养成本质上是教师通过持续学习不断促进自身发展，
呼唤教师规范自身言行，在教学实践中关注自身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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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
教师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既包括内在的道德认

知，又包括外在的幸福生活。 一方面，师德养成是教

师道德认知发展的基石， 以唤醒教师的道德认知潜

能，帮助教师达成全方位的道德育人使命。 苏格拉底

曾说，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4]。 可

见，内心道德认知的程度决定了人的道德程度。 教师

唯有在心中形成规范的职业道德， 才能避免功利主

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义行为的发生，最终成长为一个

爱岗敬业的合格教师。 另一方面，师德养成是教师幸

福生活的助推器， 教师自身的幸福生活不仅取决于

教师内在思想的品质， 还取决于外在的生活环境。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明确强调要提高教师地位，营

造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 但教师唯有遵守职业规范

且不断提高道德品质，才会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人，进

而获得幸福生活。

（三）突破师德现实窘境的合理化审视

信息全球化丰富了人们获取文化信息的途径，加

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开放性的文

化环境。 但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的道德修养面临

挑战。
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内隐于心的精神修养、外

显于形的职业风貌，合格的师德表征为强烈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 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职业道

德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教师自身的状态

和对学生的态度两个方面。 对教师自身而言，部分教

师过于注重名利，不仅缺少爱岗敬业的精神，还缺少

基本的教师责任感与奉献精神。 另一方面，在对待学

生的态度方面， 部分教师出现了随意惩戒学生的行

为，对学生缺少足够的耐心和爱心。 师德不良状况亟

需促进教师的师德养成。 一般而言，教师的师德养成

可从教师的思想和实践层面出发，不仅要提升教师内

在精神层面的道德认知，还要增强教师外在的道德行

为。 师德养成关注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道德行为

规范，积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成为爱

岗敬业、关爱学生、认真负责的合格教育者。

二、梳理师德养成的内在逻辑

教师的师德养成具有符合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

辑，其以道德内化为先导，以道德躬行为根本，以道德

反思为要义，是教师道德内化于心与外显于形的道德

教育过程。 故而，在教师师德养成过程中需要不断以

教师内化于心的道德理论指导教师外显于形的道德

实践，最终达成“知行合一”的道德境界。

（一）师德养成以内化为先

师德养成以道德内化为先导。 道德内化是教师

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转化为个人意识和态度等基础

道德的结果，并为教师道德的持续升华奠基。 教师道

德在没有转化为个体道德之前， 只是作为一种他律

性规范存在，并不能真正实现其规范教师道德行为、
调节教师道德关系的作用 [5]。 可见，只有实现了教师

道德内化，才能完成教师道德由他律到自律的升华，
实现教师道德由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

品德。
教师道德内化的过程与教师道德品质的形成过

程相联系，一般经历服从、同化和内化三个阶段。 在教

师道德内化过程中，逐步生成相对稳定的职业道德规

范。 其一，在教师道德的服从阶段，教师的道德认知逐

步提升。 教师在该阶段的道德发展尚处于他律范畴，
尚未实现真正的道德自由。 处于服从阶段的教师虽然

能分清基本的道德善恶，但仍然需要在道德规范约束

下和社会制度监管下遵守一定的职业道德。 其二，在

教师道德的同化阶段，教师的道德自觉日益提高。 教

师在此阶段对道德易产生一定的认同感，不再完全依

赖于外在的道德规章制度对教师道德行为的监管，多

数情况下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并初步实现了道德自

由。 其三，教师道德的内化阶段，真正实现教师道德自

由。 教师在此阶段的道德发展处于自律范畴，能自发

地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真正实现了将外在的道德

规范内化为内在的道德品德。 虽然教师实现了道德自

由，但仍然需要以外在的规章制度作为监管保障。

（二）师德养成以躬行为本

师德养成以道德躬行为根本。 道德躬行是教师亲

自在实践中应用道德的过程，虽然师德是教师内在的

意识形态，但师德养成的最终目标却是将道德应用于

实践。 可见，教师不仅要了解教师应遵守的道德准则，
还要将其付诸于道德实践。 杜威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要做中学，陶行知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教学做

合一，二者皆强调了学习过程中实践的重要性。 故而，
教师的师德养成也要强调教师在实践中使用和获取

道德规范，并在实践中促进教师的道德意识观念和道

德行为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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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师德养成同时强调教师自身道德的自律

性和他律性。 虽然教师在职业道德内化后实现了道德

自由，并正式进入自律阶段，但还需要外部制度以他

律的形式作为辅助手段规约教师的实践行为，以期为

教师道德实践提供外在保障。 师德养成过程中应同时

兼顾自律与他律， 同时促进教师道德观念的内化，促

进知行统一的教师道德体系的构建。

（三）师德养成以反思为要

师德养成以反思为要义。 道德反思即教师对其

内在的道德观念和外在的道德实践进行多维考察、
识别后，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师内在的道德关系，最终

实现自我审视过程 [6]，是道德内化和道德实践的有效

介质。 教师的道德反思是教师道德成长的内在动力，
也是教师自律的重要表征。 道德反思要求教师在充

分认识自身道德状况的基础上发生的自省过程。 通

过反思， 教师能发现自身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不

足，加强教师本身的自律性。 当然，教师的道德反思不

是单一的“思过”，更多是要求教师能在“思过”后获得

解决问题的方式，深刻认识到道德理论与教育活动的

关联性，将理论顺利运用于道德实践中。 故而，为促进

教师职业道德养成，教师需要基于道德实践不断进行

道德反思。
对教师而言，需要在道德实践过程中自发从伦理

维度进行道德反思。 教师只有把自己置于不断反思的

求知过程，才能帮助自己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

身的道德意识。 道德反思在确证道德理论的同时指导

道德实践。 一方面，道德反思有助于优化并内化教师

既有的道德品质。 教师内在生成的道德理论观念是教

师在外在制度的约束下逐渐生成的，但教师若能敏锐

地察觉到内在道德观念的变化并审慎地确证生成道

德观念，则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内化。 另一方面，道德反

思有助于调整教师的道德行为，以逐步改善教师道德

实践的过程。 教师的职业道德实践是教师职业道德品

质外显的表征，教师通过反思道德实践不断改正不良

的道德行为。

三、探究师德养成的实践路向

师德养成的内在逻辑表明， 其以道德内化为先

导，以道德躬行为根本，以道德反思为要义。 因此，为

促进教师的道德养成，可从观念引领、实践操作和制

度保障三个方面着手探究师德养成的实践路向。

（一）观念引领：树立“知行统一”的师德信念

从师德养成的观念引领层面来看，应树立“知行

统一”的师德信念。 教师道德的“知行统一”，强调教师

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协作发展，其中“知”是师德

养成的前提条件，要求教师能将教师行业的道德准则

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观念；“行”是师德养成的旨归，要

求教师能将内在的道德观念运用于道德实践。 其中，
道德实践是道德观念形成的关键环节，教师通过教育

实践将内在的道德情感、认知转化为肉眼可见的道德

行为。
人们认为道德是一种外在约束力量，以善恶为评

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维持[7]。
可见， 师德信念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维持具有深刻影

响，教师职业道德的养成亟待树立“知行统一”的师德

信念，并从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两个层面树立师德信

念。其一，提高道德认知的信念。教师的道德认知反映

了教师对相关道德的了解， 知道哪些是正确行为，因

此，教师道德认知的提高必然需要教师对道德理论的

学习，并在反思、实践的过程中内化为必备的道德品

质。其二，坚持道德实践的信念。道德实践是道德认知

在具体情境中外显的结果。 师德养成敦促教师成为一

名道德实践者，在教学过程中心怀正义，因此，引导教

师树立“知行统一”的师德信念，能有效地坚定教师行

为，深入体认教师道德。

（二）实践操作：探究具体可行的师德养成模式

从师德养成的实践操作层面来看， 需探究具体

可行的师德养成模式。 养成模式是促进师德养成的具

体可行的实践操作，分为主观 内 在 和 客 观 外 在 两 个

方面。
一方面，主观内在的师德养成模式主要以教师自

修和向他人学习为主。 师德养成是教师主体道德构建

并逐步内化的过程，强调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教师通

过自修积淀、反思师德养成。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

观点说明了道德是可以通过学习道德方面的知识而

获得的，可见书籍是获取道德知识的有效路径，教师

从中获取了与道德相关的知识后就知道了道德的样

态，就会避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此外，读书能使人获

得甄别善恶美丑的能力，教师可以凭借自主学习的形

式获取道德知识。 教师除自修的学习方式外，还可以

从优秀榜样的身上进行道德学习，通过观察他人的道

德行为来关照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在比较分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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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积累道德智慧。
另一方面，客观外在的师德养成模式主要以普适

性的理论专题讲座为主。 为促进教师的实践体验，需

要增设具有针对性和参与性的师德培训活动，以促进

教师体认自身职业、磨练职业意志、积累道德智慧。 就

培训内容而言，为追求高效的师德培养效果，在开设

讲座和培训活动之前需要设置与师德相关的问卷，并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了解师德困境，并有针对性地开展

专题讲座和实践活动。

（三）制度保障：构建师德养成的保障机制

从师德养成的制度保障层面来看， 需构建师德

养成的保障机制。 教师道德行为的发生是自律和他

律协同作用的结果， 外在的他律制度是保障教师内

在的自律行为规范的关键。 一般而言，师德养成的保

障机制涉及评价制度、奖惩制度。 为确保教师职业道

德的规范性， 要逐步构建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机制

和奖惩机制。 在规划评价标准时要遵循系统、科学、
适切原则，以量化的形式进行师德评估。 在考核周期

方面，要制定短、中、长渐进式的考核周期，确保师德

考核的动态连接性。 在评估方式方面，为确保评估结

果的客观性，学校要采取多主体评估形式，不仅需要

对教师自身进行师德的直接评价， 更需要学生、同

事、家长等其他主体对师德情况进行间接考评。 奖惩

机制是师德养成的外在动力， 在制定和实行过程中

要秉持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 要按照高、中、低三

种等级类别设置教师道德规范标准， 并依照评价结

果进行划分，制定相应的奖惩标准。 在执行奖惩制度

时要灵活、公平，对做出突出表现的教师应酌情提高

待遇和奖励， 但对触碰道德底线的行为要进行严厉

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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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The Indispensable Ethical Dimension of Teachers

QU Ling
（Facultyof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Teachers' morality is the basic norms and moral norms that teachers need to abide by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nd it has important value implications for implement-
ing the policies and opinions on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promoting teachers' own development,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degenerate
situa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There is an inherent logic in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that conforms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It
takes moral internalization as the guide, moral practice as the foundation, and moral reflection as the essen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eachers' moral cultivation, we can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eachers' moral cultiv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concept guidance, prac-
tical 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Key words: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value implication; inner logic; practic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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