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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约束抑或价值引领：高校师德建设范式的审思

□ 敬再平 张继华

摘 要：不同的范式理论观照下的高校教师建设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实施方式。现实语境下的规范约

束和价值引领两种师德建设范式都有其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规范约束并非简单的规训控制，价值引

领也需立足高校教师的职业属性和现实生活。超越两种不同范式的对立论，实现规范约束范式与价

值引领范式的整合，在优化师德规范体系、构建合理师德评价机制的基础上，让师德建设触及教师灵

魂，走进教师的真实生活是破解当前高校师德建设瓶颈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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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概念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

出，指“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

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

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P36）。高校师德建

设范式是指高校师德建设中所具有的方法论属性，

是关于师德建设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实施路径的总

称。当前，在高校师德建设实践中，存在着规范约束

与价值引领两种范式。规范约束范式坚持教师师德

应该通过外在行为规范、严格制度、长效机制，筑牢

师德防线、守住师德底线，而价值引领范式旨在唤起

高校师德建设的主体意识，引导教师认识教书育人

的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澄明教师专业伦理，实现教

师对职业价值反身而诚的意义建构。当前学界将规

范约束师德建设范式与价值引领师德建设范式对立

起来，存在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倾向。面对当前师

德建设的困境，将规范约束范式与价值引领范式有

机整合对于健全新时代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长效机

制有着重要价值。

一、高校规范约束师德建设范式的实践价值

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规范约束的对象主要指向

未成年的个体，经常立足于“是”与“应当”的话语体

系，更多通过说教、控制、形塑的方式实施。高校教

师有着成熟的思想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高校教

师是否还需要强化师德建设？是否能用规训约束范

式进行师德建设？规范约束范式是否有违“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是否与崇尚精神自

由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形成悖论？一些学者对高校规

范约束的师德建设范式持批评否定的态度，他们或

公开主张或私下认为高校师德建设规范约束忽视教

师内心的自由与主体的建构，以层级化的监视、规范

化裁决方式不可避免地形成对教师新的控制，存在

着对教师个体生命体验的压抑。甚至有学者认为，

规范约束师德建设范式用既定规则对师德行为监督

控制可能导致师德建设的“空心”现象，以师德之名

行规训之实，会导致教化的隐退和规训的在场，很可

能会遭到具有自由人格、独立思想的高校教师普遍

排斥和逆反，从而伤害高校教师个体师德涵养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良好德行的养成离不开广泛深刻的社会背景，

教师师德建设当然也不能离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土

壤。在当前市场化运作法则全面渗透我国经济、社

会、文化领域的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市场化趋势。市场化运作在一定范围内提高

了中国大学的办学效率，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同时，

市场化运作的趋利性影响了高校办学，部分教师迷

失在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漩涡中。各种师德失范现象

德 育 论 衡

54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总第 632期

2020·09

反复挑战学者的学术良知和师德底线，各种世俗、功

利的思想正在动摇和瓦解高校勤奋、严谨的学术氛

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校教师形象受到威

胁。尽管师德失范只是社会成员失范的局部表征，

但教师自古以来就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教育

职能和带头示范效应，师德失范的影响极其恶劣，个

别教师品行不端被媒体放大，损害了高校教师的群

体形象。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以简单怀旧的心态去

追寻古典意义上圣人化的师德形象，而要正视当前

环境下教师群体的正常诉求，加强师德建设。高校

师德的规训约束范式在当前的社会境遇中有助于

广大教师筑牢思想防线和师德底线，坚守高校教师

的良知和操守，彰显教师的专业精神和伦理，对维护

学校的尊严和教师的权益有着独特的话语意义。

然而，师德规范本身并不具有善恶的道德含义，

将规范与对教师的规训控制相联系纯粹是一种观念

的错觉。师德规范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教师的责任

感、使命感、荣誉感，规范职业行为，明确师德底线，

引导广大教师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着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师德

建设远离了高校教师真实鲜活的生活，师德规范缺

乏对高校教师特性关照与省察，将师德规范约束异

化为规训惩罚时，其消极影响也必然接踵而至。大

学本质在于独特的灵魂、独立的判断、自由的思考。

当高校师德建设规训约束超出合理范围，未得到教

师认可的条条框框多了，缺少对教师专业伦理与现

实生活的省察，教师主体的自由与自觉必然遭遇挤

压，高校教师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必然会旁落。

高校师德建设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督促高校教师秉持专业

伦理、涵养专业精神、增强专业自律。规训约束的师

德建设范式不能缺失人性的观照，规范约束不能等

同于更不能异化为规训控制，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忽

视甚至贬抑师德对高校教师主体的自我发展与自我

价值的实现，不能让规范约束成为高校教师迫于外在

压力而形成的一种“消极他律”，“消极他律会导致伪

善，伪善是一种失德，它从内心败坏道德的根基”[2]。

二、高校价值引领师德建设范式的理性旨归

教师师德不是对外在冰冷的“规范性”条文的遵

从，而是教师对职业素养的自觉提升，是教师建立在

梦想情怀的基础上，对教师专业精神和专业伦理的

价值判断与自我建构。高校师德建设的本质在于让

教师的自我价值、职业伦理、理想情怀与高校教师鲜

活的教学实践等相结合，让教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

和经验对教师职业情感、意志、信念进行反思，以良

好的德行指导教书育人实践，遵循教育伦理做出道

德选择，将符合国家和社会期望的师德规范一以贯

之。因此，教师师德的提升是对教师个人价值的实

现，让高校教师在教书育人中清晰认识自己的价值，

自觉思考生命的意义，把师德建设作为高尚的道德

追求，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成长，在追求卓

越的过程中对自身及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形成深刻的

理解与认同。价值引领师德建设范式的独特意义在

于引导高校教师用理性去审视教师职业的价值和教

师应承担的责任与使命。高校师德建设的过程是教

师精神成长的过程，更是教师提升生命质量的过

程。高校教师用自身的修养、学识、激情、才华及个

性在教书育人的活动中寻找敬业乐教的内在动力，

保持纯洁教育动机和对教书育人伟大事业的敬畏，

在教育变革浪潮中寻找生活和事业坐标。高校教师

师德建设蕴含对高校教师自身的责任感和内在价值

取向的尊重，本质上是增强教师师德修养自觉，激发

和引导教师对治学施教过程和行为进行自我反思和

优化。教师师德源自对鲜活教师实践的独特感悟与

理解，体现了教师的爱与责任。教师师德建设要关

怀教师正常诉求，认同教师身份，拓展精神空间，提

升道德智慧，高扬自我价值，真正体验教书育人的价

值和意义。

价值引领范式建设的目的在于引导教师在履行

治学施教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形成师德力量，让高

尚师德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追求，促进教师个体以

自身师德精神和专业伦理价值进行反思，将理想的

师德形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和言行的示范，严于

律己，不断培养自身的高尚情操和纯净的人格魅

力。在师德建设过程中，高校用温情、尊重和理解

去培养教师，调动教师的自我反思、自我评价的主

动性，激发教师师德建设的自主性，增强教书与育

人的深刻理解，体验职业带给自己的荣誉感与价值

实现；激发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让道

德意志力成为积极推动教师专业成长的力量；唤醒

教师专业伦理的自省自觉，让身处现实中的教师愿

意全力以赴去完成他们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神圣使命，做好道德表率，知行合一；“教师能够

做到心口一致、心行一致，敢于也能够直率、真诚地

说话、做事”“教师的信念和自我所追求的价值、所追

寻的人生意义不相违背，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找到

坚持自己的理由”“从而构建清晰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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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3]

三、规范约束与价值引领师德建设范式的共存

与整合

作为强制性与自觉性相统一的规范约束和价值

引领两种范式，在现实语境中都是高校教师师德的

本来内涵，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在师德建设中都应给

予足够重视。规范约束与价值引领并不是非此即

彼、非黑即白的必然对抗关系。师德规范是个体性

与社会性的统一，师德建设既要通过规范约束坚持

基本的师德底线，又要通过价值引领帮助教师涵养

教育情怀，追求教育梦想，是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规范约束与价值引领齐头并进，

两种范式相互依托，规范约束是价值引领的保障和

前提，与价值引领相辅相成，只是找到两者的平衡点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高校师德的建设不能简单依靠

教师的个体自觉，更重要的是要重视高校教师专业

伦理和师德规范体系的建构和优化，构建科学合理

的师德评价机制。

师德规范体现着教师群体的基本操守，维护教

师从教行为的基本秩序。师德建设要增强教师对规

范的认同感，形成强大的动力并把遵从规范视为理

所当然。高校师德建设要致力于建立系统、明确、可

操作的师德规范体系，确保师德规范不为权力利益

左右，不被差异化执行。高校师德建设需要全面、客

观、公正地评价教师的工作，构建符合高校教师身份

的师德评价机制。师德评价的根本目的不是限制束

缚教师，其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师德

评价应注意定性与定量评价的结合，充分考虑大学

教师的职业属性、人格特征、学识水平，师德评价标

准应彰显层次性和针对性，在运用师德规范明确高

校教师师德底线的基础上，价值引领师德建设范式

在于让师德建设触及教师灵魂，走进教师的真实生

活。高校师德建设要不断满足高校教师生活改善、

职业发展的合理诉求，关注师德养成中的心理变化，

回归教师现实生活。正如著名德育专家鲁洁教授所

指出的那样：“道德内在于生活，是‘生活族’中的一

员，为此它必具有生活的性状。它的存在形态、结

构、过程等所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抽象理

性的原则。”[4]

高校师德建设需要以教师的职业伦理、专业精

神为逻辑起点，以外在的教师责任义务规范为参照

坐标，将规范约束与价值引领两种不同特点与教师

独特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体验相结合，保持规范约束

与价值引领的协调与平衡。虽然高校教师能运用自

己深邃的智慧和独立的价值理性构建教师专业精神

和职业伦理，但师德的现实境遇和高校教师所面临

的社会“场域”使得高校教师职业操守和师德底线维

护需要规范约束。高校师德建设不能忽视外在规约

对师德形成的影响，如果制度本身不存在问题，那么

处在制度环境下的高校师德建设的教师群体在反复

遵循规范约束安排、接受制度文化的同时，会在自觉

与习惯中吸取积累制度规范或制度文化所隐含的道

德精神，使师德建设失去应有的外在支持系统而陷

入道德主观主义的虚幻之中。因此，需要引导教师

对照公认的师德标准与专业精神批判地考察自我的

师德行为表现，通过观察、回顾、诊断、自我监控等方

式，对自己的职业角色和师德行为进行审视、分析与

修正。

保持多元价值背景下师德建设的谨本详始是必

要的，然而师德建设本身需改变规范约束朝督暮责

的冰冷方式，尽可能地使教师感受师德建设的内在

温度。构建高校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将规范要求

赋予精神和灵魂，变成教师的自觉追求，引导高校教

师以人格为后盾，重视自我规约意识对学术活动的

规约，强化底线伦理与意义引领，自觉接受制度规范

或制度文化所隐含的道德精神，胸怀大爱、肩负大

任、行有大德。将师德建设与教师教育情怀的培育、

教师品格的提升、教育智慧的生成、教育梦想的实现

有机结合，实现内心执著的追求和师德外在的思想

形象有机统一，让教师自觉维护职业规范，恪守师德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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