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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教师队伍数量的不断增

加，部分高校教师出现“四化”( 职业道德虚化、育人意识退化、敬业精

神弱化、利益追求腐化) 等职业道德建设下滑的现实困境，直接影响了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因此，认真思考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

设的科学内涵，深入剖析目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困境，科学

提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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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是深入贯彻立德树人重要思想

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不仅指明了今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对教育工作

者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

校教师队伍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高校教师出现“四化”( 职业道

德虚化、育人意识退化、敬业精神弱化、利益追求腐化) 等职业道

德修养下滑的现实困境，这直接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

质量。鉴于此，认真思考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科学内涵，深入

剖析目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困境，从高校教师自身角

度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用高

校教师的实际行动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从根本上

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

多优秀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一、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内涵

通过 CNKI 数据平台进行检索与梳理，可以发现关于高校教

师职业道德的内涵界定，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关玫玫

( 2010) 认为，教师职业道德是指教师在处理师生之间、教师与教

师之间等关系中需要遵守的教师职业道德。王鹏 ( 2014 ) 认为高

校教师职业道德是指高校教师在工作过程中与学生之间、高校教

师之间关系的处理，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观念意识。李宜江

( 2013) 认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是在教书育人工作中为学生树立

的榜样所形成的职业品德规范。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高校教师

职业道德的内涵的界定核心在于强调“关系”以及“规范”，因此，

笔者结合学者们的界定，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也有一点自

己的总结与思考。笔者认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主要是指高校

教师在从事教书育人的教育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准则规

范的总和。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转型时期，加强高校教师的

职业道德建设任重道远，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更是践

行以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需要。
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困境

( 一) 职业道德虚化。新时期部分青年教师缺少对高校职业

道德内涵的切身体验与思考，误认为职业道德是“虚化”的规则，

而具体的教学任务才是“实化”的标准和要求，必须引起重视，而

“虚化”的规则只要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就行了，没必要认真对

待，反正做的“好与差”又没有具体的考核标准和体系来衡量。部

分教师甚至认为课堂之内可以遵循规范，课堂之外可以追求自由、
我行我素，例如: 2017 年 10 月 4 日陕西科技大学一海归教授蛮横

殴打环卫清洁女工，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高校教师的职业道

德一时成为热议的焦点问题。另外，有些教师还养成了一些赌博、
酗酒等不良的嗜好，严重损害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形象。

( 二) 育人意识退化。在当前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有部分专业

课教师“授业”，不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即“育人”。片面地认

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于“授业”，把自己的专业课上好，把规定的

任务完成好就可以了，“育人工程”是辅导员以及班主任的事情，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专业课教师没必要“越俎代庖”。导致育

人意识严重退化。
( 三) 敬业精神弱化。部分教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缺少研

究与创新，照本宣科、照屏宣科，所讲内容枯燥乏味，课堂氛围非常

沉闷，没有任何的课堂互动与思考，教师讲自己的课，学生干自己

的事情，甚至上百人的课堂，听课者寥寥无几，讲话吵闹着不绝于

耳。学术上固步自封，工作上不求上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

过且过，敬业精神严重弱化。
( 四) 利益追求腐化。古人云: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才

是教师的立身之本。而部分高校教师热衷“赚钱”、“发财”，利益

高的事情就抢着做，无利可图的事情不愿做。个别高校教师重视

个人利益追求，轻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通过自己掌握的课程考试

大权来进行“权力寻租”。还有部分高校教师热衷于自己的“第二

职业”，打着教师的旗号，开各种“补习班”、“培训班”等等来获取

高额的利益收益，把利益追求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利益追求严

重腐化。
三、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 一) 建立职业道德评价指标体系。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评价体系建设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部分高校教师错误地

认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是“虚化”的规则，至今还没有形成一套科

学有效的办法对其进行衡量和考核。因此，转变高校教师职业道

德观念，让职业道德由虚化的规则，变为实化的标准，加强高校教

师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建设势在必行。通过建立以“师德、师风、师
质、师效”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不断完善职业道德评价制

度，使得考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推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水平

的不断提升。例如: 建立“四级”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指标体

系，完善职业道德“一票否决”机制。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结

果作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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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指出，当年“年底将有 100 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将有 592 万

大学毕业生面临找工作，大学生就业问题非常严峻”。由此可以

预见，今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不能及时就业的现象将长期和普遍存

在，“僧多粥少”的择业现实和现有岗位的供需矛盾，将阻滞部分

毕业生的就业途径。当然，有些岗位由于在技能上的要求相对较

高，而几乎“无人问津”，但这只不过是个案而已。所以总体来说，

现有岗位的供需矛盾是推动创业教育和大学生创业的直接社会动

因之一。既然没有类似计划经济时代的现成工作岗位，而可供选

择的社会岗位亦供不应求，那么，去创造社会事业和提升择业机

会，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代有理想、有抱负的高职院校学生的必然

选择。
创业教育，是具有时代性、主体性、实践性、超前性和批判性的

特征，因此它无疑是当前和今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趋势，

对于毕业生的创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解决他们就业的一

条重要途径。因此，创业教育理所当然地受到有识之士的看好与

追捧。
5． 结语

在我国开展创业教育，任重道远。创业教育对于振兴中华和

实现中国梦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新的

技术革命的不断向前迈进，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工作领域将会层

出不穷且不断更新。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开辟

全新的工作领域和工作环境，探索和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他

们的创业活动，这既是他们就业的重要渠道，又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减轻全社会的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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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发挥思想育人与专业育人合力。高校教师必须明确自

己的职责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应该充分发挥专业课教

师的专业优势，科学合理地实施专业育人工程，让当代大学生在大

学课堂上不仅能够学习到专业方面的理论知识，夯实自己的专业

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以学习到修身、立德、奉献、牺牲等思想方面

知识，与学院辅导员或班主任积极沟通和有序协作，或者采取辅导

员“三进政策”( 进教研室、进课堂、进实验室，进教研室主要是让

辅导员加入到专业教师队伍的行列，体验换位思考; 进课堂主要是

指让思想政治辅导员承担部分专业课程，更好发挥合力作用; 进实

验室主要是让辅导员能够与学生一起参与实践性教学环节，拉近

育人的距离) ，建立健全高校专业课教师与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合

力育人机制，推动思想育人与专业育人的协调发展，发挥思想育人

与专业育人合力。
( 三) 实现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融合。职业道德是高校教师

专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而提升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是高校

教师专业发展的终极目标与追求 。由此可见，加强高校教师职业

道德建设必须致力于高校教师自身专业的发展。正所谓“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尤其是高

校青年教师应该坚持“终身学习”，强化“创新发展”，在教育教学

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理论、新方法、新路径，革新理论教学方式，

打造特色精品课程，提升高校教师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实现职业

道德与专业发展融合。
( 四) 促进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结合。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

是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关键。通过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

的有机结合，锻造高校教师过硬的思想作风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培

养立德树人的理想人格，坚决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等不正之风，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度，将高校教师

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放在新的高度，促进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结

合，实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水平质的飞跃。
四、结语

十八大报告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高校教

师职业道德建设，建设德才兼备高校师资队伍成为新时期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核心。古人云: “教无德不立，德无教不续”，“教”与

“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高校教师不仅是大学生专业学习的指

导者。而且是大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担负着教书与育人的双

重重担，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直接影响“育人工程”的质量，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科学构建高校

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指标体系，着力发挥思想育人与专业育人的合

力，促进敬业精神与专业发展有机融合，推动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

结合，把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持之以恒、坚
持不懈地抓起来，从根本上提升育人工程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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