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底线师德

王正平

（ 上海 师 范 大 学跨 学科研 究 中 心 ）

随着我 国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师德师风建设的深入开展 ，人们对教师队伍的

师德状况空前关注 。 师德建设必须面向活生生的教育实践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才能真

正具有道德生命力 。 从当前大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的实际情况看 ，不仅需要大力弘扬

中 国特色的教育家高尚的伦理精神 ，而且需要首先着力加强广大教师的
“

底线师德
”

建

设 。 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
“

底线师德
”

在新时代师德规范体系 中 的地

位与作用 ，认识
“

底线师德
”

的基本伦理特征 ，引导广大教师恪守师德底线 ，追求师德高

尚 ，才能真正立足师德实践 ，弘扬教育家精神 ，普遍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 。

一

、 底线师德在教师道德规范俥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１ ． 何为底线师德 ？

底线师德 ，又称
“

基础师德
”

或
“

根本师德
”

，是指从事社会教育职业活动应当遵守

的最起码 、最基本 、最重要的教师道德戒律和教师道德规范 。 底线师德涉及师德观念 、

师德规范 、师德品质等诸种要素 。 它实际上是教师职业劳动 中 的
“

底线伦理
”

。 那么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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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底线伦理 ？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的 ，

“

底线伦理即每一个社会成员最低限度的道德

规范
”

。

“

底线伦理首先要考虑可行性 ，考虑
‘

应 当意味着能够 ％这种可行性是针对社

会的绝大多数人 ， 而不是少数道德精英而言 。

” ［ １ ］

底线师德是指一个教师必须遵守的最

低限度的职业行为道德准则 。 如果一个当教师的人 ，在教育和教学行为上违背 了底线

师德的要求 ，那他或她在职业人格上就丧失 了道德合理性 ，就不配继续担任教师工作 。

由于教育工作是立德树人的神圣事业 ，

一个教师的道德面貌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直接

的熏陶和影响作用 ，学生 、家长 、学校和整个社会不会容许已经丧失了底线师德的人担

任教师职务 。

在现实的教师道德生活 中 ，有一些每个教师应当恪守的道德戒律 。 如
“

七条师德

红线
”

的师德禁止性行为 ，包括 ： 不得有损害 国家利益 、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

为 ；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 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 不得在科研工作 中弄虚

作假 、抄袭剽窃 、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

影响 ；不得有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 ；不得在招生 、考试 、学生推优 、保

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 ； 不得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 、礼金 、有价证券 、 支付凭证

等财物 ；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 。 如教师不能 自觉避免这

些基本的教师职业道德禁止性行为 ，就是突破了师德底线的要求 ，踩了师德红线 。

近年来 ，教育部根据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变化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客观要求 ， 先后

发布 了 《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 》 ， 为判断教师职业行为 的道德是非善恶提供了基本标准 。 这些师德规范

和教师行为准则在相当程度上都属于
“

底线师德
”

范畴 。 近年来 ，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

各类学校在师德师风建设中 ，对严重违背底线师德的教师依照其师德失范的性质和程

度 ，进行相应的批评教育和行政惩处 ，直至清除出教师队伍 ，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 。 恪

守底线师德是确保教师队伍建设思想道德的基准线和合格线 。

２ ． 底线师德在师德规范体 系 中 的地位与作用

合理的教师道德规范体系应当 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作引导 ，体现教师道德历史发

展的现实性和理想性 。 师德规范体系 的 内容是基础性和先进性的统一 。 但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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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我们所倡导的教师道德不是仅仅只有少数或极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先进教

师 、英雄模范人物才能 自觉做到的
“

英雄道德
”

或
“

圣人道德
”

， 而是在现有社会经济文

化条件下 ，每个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员都应当遵守的
“

群众道德
”

，是经过一定的教育 、规

制和引 导之后可 以为不同道德觉悟层次的人们共同接受和认同 的
“

底线师德
”

或
“

基本

师德
”

。

所谓的
“

英雄道德
”

，在一般伦理学意义上是指个人履行了基本责任外的崇高道德

义务 。 教师中 的先进模范人物展现的高 尚思想和行为 ，具有超越一 己 私利 、全身心投

人教育事业的利他主义的
“

英雄道德
”

特征 。 教师职业道德中 的
“

英雄道德
”

，在道德境

界上代表了教师道德的高度 ，对广大教师在道德精神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激励 、鼓舞和

引领作用 。 比如 ，

“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

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

“

舍弃 自

我为大我
”

，帮助 ３ ０００ 多位山 区女孩考上大学的当代优秀教师张桂梅 ，他们的动人事

迹和崇高师德永远值得每个教师感怀和敬仰 。 但是 ，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 ， 能够 自 觉

达到大公无私的 、忘我的
“

英雄道德
”

高度和境界的教师仍然只是少数 。

“

英雄道德
”

在

教师道德规范体系结构中处于
“

高位
”

或
“

顶层
”

的位置 。 不能在师德师风建设中时时

处处只按照
“

英雄道德
”

来要求每个教师 。 如果在师德建设 中 只满足于
“

英雄道德
”

的

教育 、宣传和塑造 ， 常常会脱离广大教师的师德认知实际 ， 陷于某种
“

假大空
”

的形式主

义 。 应当看到 ，在整体上教师道德是具有
“

英雄道德
”

导 向 的群众性职业道德 。

“

英雄

道德
”

需要
“

群众道德
”

作为坚实的道德基础 。

所谓
“

群众道德
”

，通常是指个人作为社会或团体成员应当履行的最基本 、最普遍 、

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和要求 。 职业道德体系 内 的
“

群众道德
”

， 常常体现的是从业人员责

任内 的道德义务 ，是社会和职业团体对职业人员在道德上提出 的起码的道德要求 。 在

教师职业道德范围 内 ，

“

底线师德
”

就是一种
“

群众道德
”

， 它是对每个从事教师职业的

人提出 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 。 具有
“

群众道德
”

伦理特征的
“

底线师德
”

，对广大教师

的 日 常教育行为进行道德指导 ，构成了教师职业道德的根基 。 每个行业的职业道德建

设 ， 如 同打造各有特色的道德上的高楼大厦 。 师德大厦的建构 ， 不仅需要少数先进教

师体现的
“

高 尚师德
”

的
“

金灿灿的屋顶
”

，而且需要广大普通教师 自 觉恪守
“

底线师德
”

而筑就的
“

稳定牢固 的地基
”

。 地基不牢 ，地动山摇 。 师德建设也是如此 。 要想把师德

师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就必须求真务实 ， 面向实践 ，从培育
“

底线师德
”

开始 。

罗尔斯曾经指出 ：

“

义务和责任是 以关于体制 的道德观为先决条件的 。

”
［
２
］

在教师

３８



教 育 伦 理 前 沿 问 题 研 究

道德规范体系 中 ，

“

底线师德
”

向广大教师揭示 了个人在教育教学活动 中必须承担的最

低限度的职业道德责任和义务 ， 以促进每个教师实现道德 自觉 。 遵守教育职业活动 的

基本道德准则 ，才能维护健康有序的教育秩序 ，保证教育劳动价值 目标的实现 。

“

高 尚

师德
”

体现了少数最优秀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 中 自觉选择的最崇髙的职业道德责任和

义务 ， 以身垂范 ， 为人师表 ， 自我践行并激励广大教师 以德立身 、 以德立学 、 以德立教 ，

出色完成和实现教育工作 目标 。

“

底线师德
”

为
“

高 尚师德
”

奠定伦理基础 ，

“

高 尚师德
”

为
“

底线师德
”

提供价值引领 。

３ ． 为何今天在师德师风建设中应 当 突 出 关注底线师德建构 ？

应当看到 ， 近年全国上下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 ，

一方面 ， 广大教师个体的师德认

识水平和师德 自觉性有了提高 ，教师队伍的整体师德面貌有 了较为 明显的改善 ，教师

道德的 良好风尚正成为立德树人 ，发展现代教育事业的伦理资源 ； 另
一方面 ， 由 于当前

不 良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 、教育内部的各种利益冲突 、合理管理制度的缺失 以及个人

道德价值观念的混淆 ， 即使在各级各类学校重视师德治理的背景下 ，各地仍然不断发

生个别教师严重师德失范的恶劣事件 。 这些缺德甚至违法的师德事件 ，其行为主体几

乎是清一色地直接违背
“

底线师德
”

或
“

基本师德
”

，通过网络舆情的传播或夸大 ， 严重

损害了教师职业人员 的 良好道德形象 ，影响 了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 由于公

众的道德评价倾向和人性的某些缺陷使然 ， 社会舆论对违背底线师德的教师行为关

注 ， 常常远远超过对优秀教师 良好德行的注意 。 大量师德实践表明 ， 我 国广大教师的

师德状况总体是好的 ，或者是 比较好的 ，但由于社会公众对教师道德的美好期待 ， 经常

会由 于个别或极少数教师的言行突破
“

底线师德
”

， 使人们产生现在教师队伍
“

道德滑

坡
” “

道德败坏
”

的不 良印象 ，从而直接损害全社会尊师重教的 良好社会风气形成 。

如果我们面对当今师德建设实际 ，就会清晰地看到
“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

。 个

别教师严重违背
“

底线师德
”

的言行 ，会直接影响学生 、家长和社会舆论对一个学校 、

一

个地区乃至整个教师群体的道德评价 。 人们对具有
“

高 尚师德
”

的优秀教师事迹是感

怀和称颂的 ，对违背
“

底线师德
”

的坏教师的恶劣言行是痛恨和不可容忍 的 。 教师人人

恪守
“

底线师德
”

在实践中要 比要求教师履行
“

高 尚师德
”

更加重要 。 近年来 ，教育部在

加强全国师德治理的过程中 ， 已先后十三批公开曝光了具有师德警示意义的违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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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 。 据第八批至第十三批具体案例统计 ，其中 ：性骚扰 、猥亵

学生 、不当性行为 １ ３ 起 ； 体罚 、伤害学生 １ ２ 起 ； 收礼物 、礼金 、接受宴请 ４ 起 ；学术不

端 、资格造假 ４ 起 ；有偿补课 ２ 起 ；不当言论 ２ 起 ；不雅行为 、吸毒 ３ 起 ；违规使用经费 、

获取津贴 ２ 起 。

Ｍ
这些典型案例无一不是严重违背

“

底线师德
”

的道德禁忌和道德规

范 。 当下师德建设 ，重中之重应当从狠抓
“

底线师德
”

教育开始 。

二 、 底线师德的基本伦理特征

在教师道德规范体系 中 ，底线师德与其他类型的师德 比较 ，具有一些基本 的伦理

特征 。

１ ． 底线师德是在教育职业活动过程 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教师职业行为 准则

在伦理道德领域 ，

一种行为准则或规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是衡量其是非善恶 的

重要标准 。 有理性者的任何一个道德行为 ，都要使其成为人人能行的 、普遍的规律 （法

则 ） 。 道德的普遍规则不但是普遍的约束性的根据 ， 而且也是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 。

没有这个标准无法辨别善恶 。 道德的普遍性发展也是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 。 因此 ，康

德指 出 ：

“

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

”
［
４
］

康德这里强调 了

人们只有按照能够成为普遍规律 （法则 ） 的准则去行动才是合乎道德的 。 也就是说 ，真

正合理的道德规范应该是
“

人人应做 ，人人能行
”

， 并且大家都恪守和践行这样的道德

规范能够产生善的效果 。 底线师德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适合于每个教师的最低道德

要求 ，而不是只适用于少数先进模范教师的最高道德要求 ， 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普适

性 、普惠性 。 正是底线师德具有 的这种普遍性 、普适性 、普惠性 ，使它在师德实践 中构

成了教师道德的基础和底色 ，具有强大的道德生命力 。

２ ． 底线师德是建立在善 良人性基拙上的道德诉求

讲人性 、合人性 ，是底线师德的鲜明伦理特征 。 在教师全部职业道德体系 中 ，底线

师德作为一种最起码 、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 、 戒律或规范 ， 之所以具有人人应做 、人

人能行的普遍意义 ，是因为它根植于人性基础之上 。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 出 ：

“

既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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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 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 、感觉等等的 ，那就必须这样

安排经验的世界 ，使人在其 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 ，使他常常体验到 自 己是

人 。

”
［ ５ ］显然 ，全面而完整的历史唯物论认为 ，肯定人的 自 然本性 ，从

“

感性世界
”

和
“

感

性世界中 的经验
”

中 ， 才能获得包括道德在 内 的一切知识 ， 才能建构
“

合乎人性
”

的道

德 。 人只有讲
“

合乎人性
”

的道德 ，才能使人
“

常常体会到 自 己是人
”

。 英 国哲学家罗素

也曾经指 出 ：

“

道德家想置人性的要求于不顾 ， 而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 人性很可能也

会置道德家的要求于不顾 。

”Ｍ
就是说 ，任何道德学说 、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 ，如果不符

合人性的基本诉求和需要 ，都会成为空洞无力 的有害说教 ，会被人们嗤之以鼻 。

那么 ， 什么是人性 ？ 如何正确认识人性 ？ 在一般的意义上说 ，人性通常既是指人

的 自然属性 ， 又是指人的社会属性 。 我 国传统伦理思想家认为 ，

一方面 ，

“

性者 ， 天理

也
”

。 凡人之性者 ， 皆有
“

好利
” “

好声色
”

的
“

食色
”

自 然本性 ，

“

趋利避害 ，人人同一
”

，君

子小人之同也 。

“

理寓于欲 中
”

，离开 了人的 自 然欲望和需求 ，谈不上任何伦理道德 。

“

人情之所欲
”

是仁义道德的根基 。 另一方面 ，

“

仁义 自是性
”

，人皆有
“

恻隐之心
”

，应当

培育仁爱和
“

兼爱
”

之心 。 从人的
“

恻隐之心
”

出 发 ， 推 己及人 ， 以人度人 。 要通过道德

教育来
“

化性起伪
” “

导欲于理
”

，培养人的温然爱人利物之心 。 西方著名 思想家也认

为 ，

一方面 ， 自爱 自 保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 。 人的道德根源于人的欲望 、意 向 和情感 。

人性是一切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的基础 。 另
一方面 ，人既有

“

利 己心
”

的一面 ，又有
“

同

情心
”

的一面 。 同情心是人心中最强有力 的原则 ， 它驱使人们在追求满足 自 我利益的

同时 ，考虑和关照他人和社会的基本利益 。 基于人性的同情和仁爱激励人们从 自爱走

向爱人 ，超越
“

自 我善
”

，走 向
“

公共善
”

。

由于人性这个概念具有相 当 的复杂性 ， 教师道德 中 的底线师德是建立在教师的

“

善 良人性
”

基础上的 。 所谓教师的
“

善 良人性
”

，就是肯定满足教师及其教育劳动服务

对象的饮食男女等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在道德上是善的 ， 而不是恶 的 ； 肯定教师通过

诚实劳动来获得个人利益的 自 利心理及行为 ，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合理的 ；肯定人性具

有社会性 ，讲人性就要讲同情心和善 良理性 ， 作为一个具有主体心理意志和行为 自 由

的教师个人 ，应当关爱学生 、帮助他人和群体 ， 服务社会 ， 对所有的人和生命怀有仁爱

之心 。 善 良人性的核心是 自 爱爱人 、 自 利利人 ，对其他人面临的困难 、痛苦怀有同情和

悲悯之心 ，愿意在实现 自 我价值和人生幸福的 同时 ， 帮助其他人实现 自 我价值和人生

幸福 。

［
７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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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善 良人性的底线师德 ，

一方面 ，把教师道德的基本要求放置在教育道德行为

主体——教师作为现实的人在教育劳动 中可认知 、可接受 、 可行动 的最起码道德标准

上 ； 另
一方面 ，关注了人性对利益和需要的合理需求 ， 寻找到 了教师遵循师德 、弘扬师

德的 内在驱动力 ，避免
“

假大空
”

的道德范式 。 康德指出 ：

“

人性之中有获得更大完善的

能力 。

”
［ ８ ］

应当看到 ，底线师德要求教师具有始终同情和关怀教育劳动生命共同体中他

人和群体的道德理性 ，为了 自 己生活得好 ， 必须要让和 自 己生存发展有关的人生活得

好 ， 帮助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其他的人也能得到幸福 。

３ ． 底线师德是以责任 、仁爱和公正作为伦理原 则 的基础性教师职业道德

责任原则是建构底线师德的基本原则之一 ，它向教师指明 了 当一个教师最基本的

道德责任 。 康德指出 ：

“

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 ，而只能出于责任 。

”
［
９
］

底线师德包含的

一

系列教师的道德规范 ，是教育劳动赋予教师应 当承担的对教学 、对学生 、对学校 、对

社会的责任所规定的 。 马克思指 出 ：

“

作为确定的人 ， 现实 的人 ， 你就有规定 ， 就有使

命 ，就有任务 。

”
［

１ °
］

教师在教育劳动过程中教什么 、怎样教 、把学生培养成怎样的人 ， 并

不是个人的事 ，受个人的意志和心理特征支配 ， 而是有着客观的社会规定性 。 教育事

业的根本利益要求教师正确处理教育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确保社会教育整体利益的实

现 。 底线师德提出 的教师与学生 、教师与教学劳动 、教师与集体及 国家社会关系 中 的

各种道德规范和要求 ，都是教师承担的基本教育职责所规定的 。

仁爱原则是建构底线师德的重要原则 。 教育是一种富有仁爱精神的伟大事业 ，作

为一个教师必须具有仁爱或慈爱精神 。 教育中 的爱便是池塘里的水 ，池塘里不能没有

水 ，教育工作离不开爱 。 教师工作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活生生 的人 ，

教师对学生有没有爱心 ，直接影响着教学工作的效果和教书育人的质量 。 因而 ， 有仁

爱之心不是对教师道德的高要求 ，而是对教师道德的基本要求 。 它要求学校的教师以

仁义慈爱之心善待每一个学生 ， 既在教育和教学工作 中 ， 真诚地 同情学生 、尊重学生 、

宽容学生 、关爱学生 ， 又重视教学工作中对学生施以充满教育理智 的教育专业之爱 ， 做

到爱有 目标 ，爱有分寸 ，爱有智慧 ，爱中有严 ，爱 中有规 ，爱有方法 ，爱有艺术 ，遵从教育

规律 ，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 。 仁爱是对学生的温柔同情和对我们人类同胞的慷慨

关怀 ，是对与血缘无关的青少年的广博的胸怀和慈善的心肠 。 仁爱既是教师道德的基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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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又是教师道德走 向高 尚 的原动力 。 正如休谟所说的 ：

“

没有什么能比卓越程度的仁

爱情感赋予任何一个人类被造物以更多的价值 ，仁爱情感的价值至少一部分来 自其促

进人类利益和造福人类社会的趋向 。

”
［

１ １
］

公正原则是建构底线师德的根本原则 。 教育 中 的公正要求教师尊重每一个学生

的人格尊严和教育权利 ，公正地分配教育 中 的利益 ，善待每一个学生 。 亚里士多德认

为 ：

“

公正是德性之首 。

”

他指出 ：

“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 ， 而是德性的整体 ； 与之对立

的不公正不是恶的一部分 ，而是恶的整体 。

”
［
１ ２ ］公正是底线师德的基础 ，没有公正就没

有底线师德 ，或者说不坚持公正 ，就失去 了 师德的底线 。 把公正作为底线师德的根本

原则 ，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和教学过程 中 、在评价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上 ， 应公正平等 ，

正直无私 ，对待不同相貌 、不同性别 、不同智力 、不 同个性 、不同 出身 、不同亲疏关系 的

学生 ，无论是寒门子弟还是富家子女 ，应一视同仁 ，平等相待 ， 不偏祖 ，不偏私 ，关心每

个学生 ，热爱每个学生 ，从每个学生的不 同特点 出发 ， 全心全意地教育好每个学生 。

［ １ ３
］

实践表明 ，教师坚持教育工作 ，才能有利于创造健康 向上的教育和教学活动 的精神氛

围 ，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进取心 ；才能有利于学生尊重和信赖教师 ；才能有利于给学生

的道德心灵以 良好的影响 。

４ ？ 底线师德是契合教育 劳动特点和教育科学规律的基本专业伦理准则

教育劳动是教师道德的物质基础 。 底线师德与一般社会底线道德或底线伦理的

区别 ，在于它是基于教师从事的教育劳动特点提 出 的最低道德要求 。 教育劳动 的 目

的 ，是把正在成长中 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具有 良好的知识技能 、 品德素养和身心健

康的人 ；教育劳动的对象 ，是有思想 、有情感 、有理性 、有个性 、 作为社会成员 的活生生

的人 ；教育劳动的工具 ，是教师把知识 、 品德 、才能融汇一体来影响学生的综合体 ；教育

劳动的形式 ，是建立在集体协作基础上的个人脑力劳动 ；教育劳动的产品 ，是所造就的

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 、生产劳动技能 、 具备 良好道德品质和身心素养的人 。 教育劳

动的各方面特点都与教师的道德能动性密切相关 ，要开展有益和有效的教学劳动必须

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

一切合理的底线师德要求并不是脱离 了道德实践的道德教

条 ，而是充分体现教育劳动的特点和教育科学规律的客观伦理诉求 。 教师只有遵守底

线师德的道德戒律 、行为准则 ，才能维持 良好的教育秩序 ，促进教学和教育劳动价值 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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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 。

５ ． 底线师德在教师道德境界层次上居于基础层面

教育活动 中 的道德与利益的关系 ，是教师伦理道德需要探讨的根本问题 。 教师道

德在义利关系上 ，从低到高 ，大致可以分为一切为 己 、 自 私 自 利 、见利忘义 、公私兼顾 、

先公后私 、无私奉献 、

一切为公等多个道德层次 。 教育劳动作为培养社会新人 、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 ，其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求善的伦理价值追求 。 因而 ， 教师道德

无疑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员一切为 己 、 自 私 自 利 、见利忘义的利 己

主义道德选择 。 教育劳动所要实现的各种利益 ，包括学生利益 、教师利益 、学校利益和

社会教育整体利益 。 教师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职业人员 ， 投入特定的教育和教学劳

动 ， 自 然有个人正当利益的追求 。 但是 ，教师不能只顾实现个人利益 ，必须同时考虑和

努力实现学生利益 、教师集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 。 因而 ，教师应 当既讲利 ， 又讲义 。

在价值 目标选择上 ，教师道德要求每个教师在职业劳动 中首先做到义利统一 、义利兼

顾 ，这是教师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 的伦理底线 。 义利兼顾是底线师德

的基本原则 ，也是教师道德的最低要求 。 唯有恪守义利兼顾 ，才能使教师避免陷人利

己主义的道德泥坑 ，趋利避害 ，使 自 己 的职业劳动有益于学生 、教师集体和社会教育事

业利益 。

三 、 恪守师德底线 ， 追求师德离尚

由 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现实教育职业活动 中道德价值观念多样 ，教育利益主体多

元 ，教育道德冲突情景复杂 ，要促进广大教师在师德师风建设中做到恪守底线师德并

非易事 ，需要多方面的教育 、规范和引导 。

１ ？ 自 律与 强制 ：规约教师恪守师德底线的道德与 法规机制

道德是主观意志 的法 。 维系道德的思想心理机制 ，主要依靠社会舆论 、传统习惯

和人们的 内心信念 。 道德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 的主要 因素是依靠人的道德 自 觉 。 促

进教师遵守包括底线师德在内 的教师道德伦理规范 ，首先要重视和倡导教师的师德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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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 在师德教育和师德实践中不断提高 自 我师德认知 ， 培养师德情感 ，践行师德行为 ，

锻炼师德意志 ，养成师德 自 觉 ， 习得师德 良心 。 教师的道德生活 以个人 自 律为基础 。

康德把道德意志 自律作为道德最高原则 。

［ １ ４
］

没有 自律就没有师德 ，没有 自 律就不可能

遵守底线师德 。 底线师德是教育中对教师行为选择的最基本的
“

道德律令
”

或
“

道德命

令
”

， 只有当教师充分认识到遵守这些
“

道德律令
”

或
“

道德命令
”

在伦理上的正 当性和

合理性 ，并把恪守它们的要求看作是个人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时 ，才会 自 觉遵守 内心

的善 良法则 ，按照道德规律约束 自我的行为 。 教师的道德 自律在促进教师恪守底线师

德方面起主要作用 。

在师德实践中 ，为 了促进教师恪守底线师德的基本要求 ，不仅需要依靠教师个人

的道德 自觉 、 自律和校内外的师德舆论等
“

软约束
”

，对教师违背底线师德的行为加 以

批评 、教育和谴责 ，促使他们改正 ，使 自 己 的行为符合基本的师德要求 ，而且需要学校

和教育行政部门制订一定的师德奖惩规范和机制 ，根据教师违背底线师德要求 的行为

性质 、程度和影响范围 ， 给予恰当的警示 、惩戒和行政拘留处分等
“

硬约束
”

。 如果教师

的师德行为严重违纪违法 ，必须依靠 国家的法律法规加 以惩处 ， 以用法律法规的强制

手段维护底线师德的威严 。 任何一个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的思想和行为 ， 都不能任

意跨越底线师德的红线 。

２ ？ 正 当 个人利益 ： 寻找教师 自 觉恪守 师德底线的原动 力

如上所说 ，底线师德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 。 人们为了满足 自 己追求 良好生活的愿

望 ， 就要通过 自 己 的劳动来获得合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需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

合著的第一本历史唯物论重要著作 《神圣的家族 》中 明确指出 ：

“

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 ，

是全部道德的基础 。

” ［ １ ５ ］

同时强调 ，

“

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
”

。

［ １ ６
］

底线师德

就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的教师与学生正当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 。 在教育劳动过程 中 ，绝

大部分的教师都会关心 自我利益和价值的实现 。 只要加 以恰当的规范和引导 ，教师对

正当个人利益的追求可 以成为上进心和进取心 的心理动机 。 不断满足教师个人生存

与发展的需要 ，改善和提高正当的个人利益 ，是促进教师恪守师德底线的 内在原动力 。

鲁迅先生 曾经深刻地指 出 ：

“

道德这事 ，必须普遍 ，人人应做 ， 人人能行 ， 又于 自 他

两利 ，才有存在的价值 。

”
［
１ ７

］

教师道德本质上是对教育职业活动 中各种利益关系 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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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调节 。 教师道德具有两大功能 ：

一是对外的功能 ， 它要维护学生 、家长和社会教育

整体利益 ；
二是对内 的功能 ，它要维护教师个体和职业群体利益 。 在当前的师德教育

和师德实践中 ， 常常只强调师德的对外功能 ， 而忽视了师德的对 内功能 。 这是不全面

的 。 在市场经济和教育改革的背景下 ，教师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成员 ， 承受着种种个

人发展和家庭生活的多重压力 ，关注正 当 的个人利益不仅是 自 然 的 ，而且是合理的 。

无论是各级政府 、 教育管理部门 ，还是学校领导 ，都应当把提高教师的
“

三个地位
”

， 改

善教师的物质待遇落到实处 。 应当充分重视和维护道德和法律充分认可 的教师个人

利益 ， 而不是用种种借 口或脱离绝大多数教师思想实际的空洞 口 号 ， 忽视和损害教师

的正当利益 。 重视教师个人的正当利益 ， 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 ， 不仅是为教师恪

守师德底线创造物质基础 ，而且是激发教师个人在教育劳动 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的

物质推动力 。 毫无疑问 ，教师正当 的个人利益 ，应当是与学生利益 、集体利益和社会教

育整体利益相一致的 ，而不是相冲突和相矛盾的 。 我们只有义利兼顾 ，恪守底线 ，在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同时 ，充分考虑和满足教师正当的个人利益 ，坚持三者利益的统一 ，

才能真正调动教师的道德主体积极性 ，全身心地投入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的伟大事业 ，

为建设教育强 国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智竭力 。

３ ． 恪守 师德底线 ， 需要弘扬教育 家的伦理精神 ， 引 导教师追求高 尚师德

从根本上说 ， 我们强调要重视底线师德的建设 ，是要求教师在教育劳动实践 中恪

守教师最起码 、最基本的职业要求 ， 自觉遵守最低限度 的师德规范 。 雨果说 做一个

圣人 ，那是特殊的情形 ；做一个正直的人 ，那是为人的常轨 。

”
一个教师不能够 因为在道

德上不能达到教师队伍中少数道德精英 、道德楷模的高度 ， 连底线师德都放弃了 。

强调恪守师德底线 ，重视底线师德 ，是与弘扬教育家精神 ，追求高 尚师德相辅相成

的 。 我们倡导广大人民教师追求崇高而圣洁的高 尚师德 ，但每个教师必须从遵守最基

本的教师职业道德义务开始 ，从底线师德走 向高 尚师德 。 单单从底线师德的范畴看 ，

它排除了理想性的师德要求 ，没有涵盖最崇高的师德理念和行为要求 。 但是 ， 底线师

德并不排斥和拒绝高 尚师德的引领 ， 它仅仅要表明少数教师中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崇高

道德 ，不宜作为对每个教师的普遍的道德要求强制人们实行 。 因为这样容易导致忽视

教师的正当个人利益和人性 自然需求 ，否定教师在教育劳动 中 以正当的手段追求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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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幸福的道德合理性 。 轻易地将高 尚师德的崇高要求作为对教师的普遍师德要

求 ，事实上会造成师德的虚泛化和实践无力感 。

应当看到 ，在教师道德规范体系 中底线师德与高 尚师德两者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

系 。 底线师德为高 尚师德的孕育提供道德基础 ，高 尚师德的存在为底线师德进步提供

价值引领 。 中 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和教师队伍中 的少数英雄模范人物身上体现的高

尚师德 ，是底线师德普遍践行的一种最持久 、 最深入的伦理精神支持 。 教师道德正是

由 于有英雄模范教师的高 尚行为品德和崇高道德理想的召唤 ，才真正具有伟大圣洁的

品质 。 并且 ，我们应当看到 ， 高 尚师德本身包含着底线师德 ， 底线师德在特定道德情景

中 的践行 ，其 自 身也是十分高 尚 的 。

今天倡导的 中 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本质上是一种新时代教育伦理精神 。 弘扬教

育家精神和关注底线师德建设并不矛盾 。 恪守师德底线 ，不能满足于
“

底线师德
”

， 而

是要广大教师在学习教育家精神的过程 中 ， 怀揣道德理想 ，努力走 向
“

高 尚 师德
”

。 每

个教师学习和发扬教育家精神 ，应当踏踏实实地从恪守师德底线开始 。 其中包括 ：

从爱教敬业精神 ，走 向教育强 国 、心有大我 的家国情怀 ；从公正廉洁的师德品格 ，

走向行为世范 、为人师表的道德楷模 ；从关心品德培养的教书育人 ， 走 向立德树人 、成

己成人的崇高教育价值追求 ；从 自觉搞好 日 常教学的工作 ，走 向启智润心 、 因材施教的

育人智慧 ；从热爱知识的职业素养 ， 走 向追求新知 、求真求实的终身学习态度 ；从严谨

治学的专业品质 ，走向探索进取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境界 ； 从关爱学生 的仁爱之

心 ，走向大爱无疆 、甘于奉献的高 尚德性 ；从教师人际友爱的群己伦理 ，走 向爱校 、爱 国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精神 。 在师德养成上 ， 只有恪守底线师德 ， 才能趋 向更

高层次的高尚师德 ，拥抱教育家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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