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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研制与实践推进研

究”（EAA190464）的成果之一。

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是

衡量学校和区域教师队伍素质的关键指标。有关中

小学师德评价的实效性问题，一直是中小学教师队

伍评价亟须探索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师德

规范为圭臬建构师德评价的指标体系，以期为有效

的师德评价提供参考。

一、以师德规范为圭臬建构师德评

价指标的可行性

（一）师德水平与师德规范的内涵

教师职业道德（以下简称师德）是指从事教育

职业的人在处理各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伦理关系时

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方式。教师职业道德水

平（以下简称师德水平）是指教师在思想政治、业

务素养以及处理各种教育伦理关系等方面所展现出

的道德品质及其所达到的高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以下简称师德规范） 是根据教育教学活动的特

征，对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关

系进行深入思考而制定出的教师“必须”遵守的行

为规则。

（二）师德水平与师德规范的内在关系

师德规范作为教师伦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专业化为特征规定了教师的伦理责任，并要求

作为专业人员的教师对规范的绝对遵从。师德规范

先在地规定了教师应该如何处理好各种伦理关系，

以及在教育教学生活中“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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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所以，教师是否能够有效践行师德规范

中的道德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师的师德

水平。“师德规范规定了个人应尽的教育道德义

务。师德评价实质上也就是对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是

否履行了道德义务以及履行道德义务状况的价值判

断。” [1]

所以，专业的师德规范不仅可以指导教师的教

育教学实践，激励教师朝向理想的专业要求履职，

还能成为师德评价的客观指标进而呈现教师的师德

水平。

（三）我国中小学师德规范的伦理维度及具体

内容

1. 我国师德规范中的伦理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发实施了五项有关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文件 （见表 1）。通过

纵向比较我国中小学师德规范的文本内容，笔者发

现我国师德规范的伦理义务条目可以归属于六个伦

理维度，即：国家与社会维度、学生维度、专业维

度、个人品质维度、同事维度和家长维度。

（1）国家与社会维度。它是指教师与国家及社

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主要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

动中，要坚定政治方向，恪守爱国守法精神，传播

优秀文化。（2）学生维度。它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伦理关系，具体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

要做到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公平对待学生。（3）
专业维度。它是指教师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具体指

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要恪守专业自律、爱

岗敬业、尽职尽责。（4）个人品质维度。它是指教

师作为教育专业人员应具备的品质，具体指教师在

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做到为人师表，行为雅

正，有包容心和同理心。（5）同事维度。它是指教

师与同事的伦理关系，具体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

活动中，要尊重同事，能够与同事平等合作。（6）
家长维度。它是指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具体指

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尊重家长，与家长

加强沟通、友好交流。

以上六个维度的内容可以囊括我国师德规范中

所要求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以

及必须处理好的与教师职业相关的内部伦理关系。六个

维度中的内容与广大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密不

可分，共同构成了教师职业生活的伦理环境。

2. 我国师德规范伦理维度的具体内容

按照不重不漏的原则归纳上述 5份师德规范中

的内容，笔者发现在六个维度中共有 54条伦理条

目。其中，学生维度 19条、专业维度 13条、个人

品质维度 9条、同事维度 3条、家长维度 6条、国

家与社会维度 4条。具体来看，除同事与家长维度

外，其他四个维度内容重复率较高，具有重叠共识

的主要伦理义务较为突显。同时，从规范条目的分

布的情况来看，学生维度和专业维度是我国构建师

德规范的核心。

通过对师德规范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以我国

师德规范的六个维度为基本分析框架，以师德规范

中的伦理条目（尤其是重复率较高的伦理条目）作

为测评因子构建师德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和可行性。

二、以师德规范为圭臬开展师德评

价的实践探索

根据国家层面颁发的中小学师德规范 （准则）

内容，设计涵盖国家与社会、学生、专业、个人品

质、同事和家长六个伦理维度的师德发展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其中包含 6 个一级指标、16 个二级指

标、38 个三级指标、52 个四级指标。以此为依

据，笔者设计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测试问

卷》（教师问卷）。该问卷在六个维度下编制了 34
个测试题目 （见表 2）。通过信度检验，发现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信度良好。

研究采取目的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发关于中小学

师德规范的文件 表1

序号

1
2
3
4
5

文件名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试行草案）》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新时期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时间

1984年
1991年
1997年
2008年
2018年

类型

要求

规范

规范

规范

准则

规则数

6
6
8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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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B市 9个区中小学教师队伍总数的 20%参与问

卷调查。共抽取有效数据 15,925份，采用五分量表

法，通过 SPSS16.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

检验。研究发现，以师德规范为圭臬设计师德评价

指标体系，不仅可以呈现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的师德

水平，还可以呈现教师在不同师德维度的发展情

况，以及不同类型教师在不同师德维度发展的差异。

（一）区域内师德发展水平及不同师德维度发

展情况

以 B市调研为例，B市中小学师德发展水平为

其在六个维度的平均得分。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呈现

B 市中小学教师师德得分为 4.70 分 （满分为 5.0
分），具体见表 3。

第一，在个人品质与同事维度方面得分最高，

均为 （4.80分）。表明教师能够为人师表、行为雅

正。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教师也较为注重在个

人品质方面的修炼。同时，同事维度与个人品质维

度得分并列第一，表明教师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融

洽，能够互相尊重，团结合作。第二，专业维度得

分为 4.72分。表明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能

够做到恪守专业自律、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第

三，国家与社会维度得分为 4.69分，表明中小学教

师能够坚定政治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法履

行教师职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四，学

生维度得分为 4.66分，表明教师基本能够做到关爱

学生，不讽刺、挖苦学生，能够公平对待学生。但

是，此维度得分相对较低，说明教师需要进一步提

高处理师生关系的能力。第五，家长维度得分相对

最低，为 4.58 分，表明教师基本能够做到尊重家

长，与家长友好沟通。然而，教师在有效促进家校

合作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总体来看，B市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较高。但

教师在家长、学生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较低，说明教

师在处理与家长的伦理关系以及与学生的伦理关系

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此评价结果，区域或学

校可以组织师德专题培训，提升教师与家长沟通的

能力；同时引导教师进一步学习并深入理解关爱学

生、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内涵，提高教师处

理师生关系的能力，进而提升整体师德水平。

（二）同类型教师在不同师德维度发展的差异

以师德规范为圭臬设计师德评价指标体系还可

以呈现不同类别教师在师德发展水平六个维度中的

差异 （见表 4）。以 B市调研为例，研究结果显示：

小学教师、30 年以上教龄教师、本科学历教师、

班主任教师在师德水平方面的得分显著①①高于同类

型教师。

具体来看：（1）学段差异。小学教师在六个师

德维度的平均得分均显著高于初、高中教师。在学

①显著指p<0.001，且本文只对p<0.001水平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测试题目

（部分题目样例） 表2

一级
维度

一、学生

二、专业

三、个人
品质

四、同事

五、家长

六、国家
与社会

二级
维度

（二）尊
重

（五）敬
业

（八）包
容心

（十）平
等合作

（十 三）
友 好 合
作

（十 五）
爱 国 守
法

三级维度

6.不讽刺挖
苦学生

16. 钻 研 业
务，不断学
习

22.有耐心、
不急躁

26.加强合作

33.加强沟通

36.依法履职

四级维度

（10）不能因任
何原因对学生
进行讽刺、挖苦
以及冷嘲热讽

（23）更新专业
知识，不断提高
专业素养和教
学水平

（36）对学生延
迟出现的应然
表现不急躁、不
厌烦

（40）同事之间
能够加强合作，
取长补短，形成
学习共同体，互
相促进专业发
展

（47）主动与家
长联系，认真听
取意见和建议，
取得支持和配
合

（50）恪守宪法
原则，遵守法律
法规，依法履行
教师职责

测评题

我从来没有讽刺、
挖苦过我的学生

我经常读书和思
考，不断提高专业
素养和教学水平

我对屡教不会的
学生也会感到无
力和厌烦（反项
题）

我经常与同事共
同备课、讨论问题
或交流经验

我能够主动联系
学生家长，沟通交
流学生的学习情
况，能够取得家长
的支持和配合

我能够遵守法律
法规，依法履行教
师职责

教师在师德水平六个维度中的平均得分（单位：分）

表3

师德
维度

平均值

标准差

个人
品质

4.8
0.44

同事

4.8
0.4

专业

4.72
0.43

国家与
社会

4.69
0.57

学生

4.66
0.58

家长

4.58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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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维度中，小学教师得分最高，为 4.71分；初中教

师为 4.60分；高中教师为 4.58分。小学教师显著高

于初高中教师。学段从低到高，得分呈现下降趋

势。（2）教龄差异。不同教龄教师在个人品质、专

业、国家与社会、学生四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具有显

著差异。在国家与社会维度中，3年以下教龄教师

得分最低，为 4.63 分；30 年以上教龄教师得分最

高，为 4.73分，显著高于其他教龄教师。此维度中

教龄与得分正相关，教龄越长得分越高。（3）学历

差异。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在六个维度的得分显著

高于专科和研究生学历教师。在学生维度中，本科

教师得分为 4.67分；研究生学历教师为 4.62分；专

科教师为 4.59分；本科教师得分显著高于专科和研

究生学历教师。在专业维度中，本科、研究生教师

得分均为 4.73分；专科教师得分为 4.61分。本科、

研究生学历教师显著高于专科教师。（4）是否为班

主任的差异。研究发现，班主任教师在六个师德维

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班主任教师。在家长维度

中，班主任教师为 4.62 分；非班主任教师为 4.55

分。班主任显著高于非班主任。

师德水平较高的教师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

工作范围更广。例如，小学教师和班主任教师。小

学教师的工作对象是 7~12岁的未成年儿童，与初

中、高中教师相比，小学教师的工作任务更加全面

且复杂。同样，班主任教师不仅要负责学科教学，

还要对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二，对师德政策的了解程度较高。小学教师、本

科教师、班主任教师对师德政策的了解程度高于其

他类型教师。例如，班主任对师德政策的了解程度

为 4.59分，非班主任为 4.50分，班主任对师德政策

的了解显著高于非班主任。第三，参与师德培训频

次较多。小学教师、本科学历教师、班主任教师在

参与师德培训频次上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教师。例

如，在校级师德培训上，小学教师参与度最高。在

参加过“一年两次及以上”校级师德培训中，小学

教师占 87.7%；初中教师占 78.4%；高中教师占

76.4%。

基于以上评价结果，区域或学校在组织师德培

不同教师群体师德水平平均得分的差异分析（单位：分） 表4

类别

学段

卡方值

教龄

卡方值

学历

卡方值

班主任与否

卡方值

小学

初中

高中

3年以下

3~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25年
26~30年
30年以上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班主任

非班主任

师德水平维度

个人品质

4.82
4.79
4.76

15.170***
4.75
4.77
4.79
4.79
4.78
4.82
4.81
4.84
7.87***
4.77
4.81
4.77

10.20***
4.82
4.79

22.21***

同事

4.81
4.78
4.77

18.625***
4.79
4.82
4.82
4.79
4.79
4.79
4.78
4.78
2.86
4.70
4.80
4.78
8.99***
4.83
4.77

71.94***

专业

4.76
4.69
4.69

45.377***
4.73
4.77
4.75
4.73
4.71
4.70
4.70
4.72
6.74***
4.61
4.73
4.73
8.10***
4.76
4.70

72.67***

国家与社会

4.71
4.68
4.64
13.362***
4.63
4.67
4.67
4.68
4.68
4.70
4.71
4.73
4.69***
4.67
4.69
4.65
7.18**
4.71
4.67
22.74***

学生

4.71
4.60
4.58
83.383***
4.66
4.70
4.68
4.67
4.62
4.64
4.66
4.68
3.39**
4.59
4.67
4.62

13.36***
4.69
4.64
22.79***

家长

4.63
4.51
4.51

109.347***
4.59
4.58
4.57
4.56
4.54
4.58
4.59
4.60
2.78
4.58
4.59
4.54

11.90***
4.62
4.55
22.79***

总计

4.74
4.68
4.66

4.69
4.72
4.71
4.71
4.69
4.71
4.71
4.73

4.65
4.71
4.68

4.74
4.69

注：***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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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等活动时，可以针对不同教师群体选择具有针对

性的培训内容。同时，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增加差

异检验内容。如，区域内师德评价可以增加城区、

乡村、城镇教师师德水平差异检验、各区师德发展

水平差异分析；学校可以增加师范类教师与非师范

类教师等相关内容的差异分析，从而更加全面系统

地展现区域及学校各类教师的师德发展情况，有的

放矢地提高各类别教师的师德发展水平。

三、以师德规范为圭臬提升师德评

价有效性的建议

（一）构建教师、学生、家长测评三位一体的

师德评价指标体系

教师对自身职业道德水平进行评价在某种程度

上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应该按照教师问

卷的设计思路设计学生、家长的师德评价问卷，进

一步收集作为教师伦理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他者”

（学生、家长） 对师德的评价，进而将教师自评与

学生、家长他评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自评与他评

相结合才能全方位、多视角地科学展现区域、学校

教师的职业道德发展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师德规范的内容多以

原则性的表述为主，操作性不强。所以，在六个维

度下设计具体测试题目时要将原则性的表述予以细

化，即“评价题的核心词语最好不要过于抽象，要

将抽象的词语转化为可观测、可操作的具体化陈

述，或操作性定义” [2]。

（二）建立“常态化师德发展水平”数据库

在我国师德师风建设中，较为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崇高道德指向下的师德典范的宣传；二是底线

伦理指向下对教师失范行为的惩处。然而，“以崇

高师德和底线师德作为师德建设的主要出发点，在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占教师队伍大多数的普通教师的

常态师德”。 [3]崇高道德与底线伦理之间存在巨大鸿

沟，也导致现实中的师德评价脱离多数教师的日常

教育教学生活而流于形式，师德建设实效性不高。

所以，在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树立师德典

型、惩处失范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要面向广大教

师对其师德发展水平进行全面的科学诊断，关注广

大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生活中的行为表现。

建议建立年度“常态化师德发展水平”数据

库。数据库将呈现每一年度各市、区、学校的师德

发展水平、师德在各伦理维度方面的发展程度，以

及不同类别教师在不同伦理维度的发展水平。这不

仅可以有效监测每一年度区域、学校师德发展水

平，还可以进行横行、纵向对比，为各区、各校师

德建设提供基本依据。

（三）充分发挥师德评价促进师德水平提升的

发展性功能

师德评价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给予谁好谁坏的

价值判断，而是为了通过评价促进师德水平的提

升。所以，各市、区、校应利用好师德评价数据，

在了解本市、本区、本校师德整体发展水平以及不

同类型教师在师德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性基础上，

组织具有针对性的师德培训。例如，在B市调研中

发现，非班主任教师在师德各维度得分都低于班主

任教师，针对这一问题应通过师德培训着力提升非

班主任教师处理各方伦理关系的能力，提升其全方

位育人能力，而非只关注学科教学。

与此同时，学校应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并

引导教师关注学生、家长对师德的期待与评价，

“从公众视角考察社会对教师群体的道德期待,有助

于教师更加全面了解其职业角色，并在职业认同的

产生过程中主动向公众期待的良好教师形象靠拢，

促进其师德规范的自觉内化” [4]。通过他者视角引

导教师有意识地对自身行为进行道德反思，也是全

面提升师德的阿基米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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