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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高校师德建设是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文化是

影响师德建设的最深层次力量。我国高校师德建设蕴含着止于至善的传统文化基因，而西方则弥漫着强

烈的幽暗意识，两者各有其优越性与局限性。当前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应超越文化差异，实现文化互鉴与优

势互补，在路径取向上坚持传统师德文化与现代语境相融合，倡导高尚师德与加强底线师德相并重，注重

整体性师德与强化教学道德相协调，师德他律与师德自律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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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师德建设是重大时代课题。当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教师肩负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艰巨使命，而师德是

教师素质的首要内容，是教师立身立教之本，师德

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使命能否顺利实现，关系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后继有人。而近年

来，在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师德失范现象频发、

师德问题凸显，且在网络舆论助推下，呈现蔓延放

大之势，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教师的社会信任危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国家从政策层面明确提

出要把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大力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本文基于中西方文化视角探

讨师德建设的路径取向问题，以期对推进我国高校

师德建设有所裨益。

一、延续文化基因：传统师德文化及其现代性

转化

如何对待传统师德文化是新时代高校师德建设

不容回避的首要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时代

的师德建设均要立基于时代语境，才会富有生机与

活力，但亦绝不是平地起高楼，完全另起炉灶，而是

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或多或少借鉴和传续已有

师德传统。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国

家，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

深的师德文化，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成为当今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师德体系的

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

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

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

力”。［1］因此，新时代高校师德建设必须要正确对待

传统师德文化，在继承中华优秀师德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富有中国特色

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中国传统师德文化以儒家思想相关论述为主

体。其中，师道和师德是密切相连的两个概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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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不同层次表达了教师的终极价值追求。要准

确把握儒家的师德观，首先必须厘清师道观。《周

礼·师氏》注曰：“师者，教人以道者之称也。”这是

“师”“道”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同一语句中，阐明了教

师的任务是教人以道。至唐代，韩愈在《师说》中

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

久矣。”（《师说》）这是“师道”首次作为一个专门概

念，阐释与教师有关的伦理追求。显然，在韩愈看

来，道与师是合一的，师是先闻道知道的人，教师的

责任在于传道，“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也”。（《孟子·万章上》）此处的“道”指的是仁义等儒

家核心价值，韩愈对此作了阐释：“老子小仁义，其

所谓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

所谓德也。”（《原道》）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师道内涵

极为丰富高深，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包含着教师职

业的最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价值追求，即教人以道、

育民为圣，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正如钱穆先

生所言，师道是“人生大道之最尊”。要达成此目

标，教师必须首先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君子人格，

自己先成为期待的理想之人。因此，儒家向来对教

师的人格、道德有着极高要求，追求理想师德、崇高

师德，将教师作为社会的道德榜样。

对于师德，儒家主要强调：博学勤思，温故知

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学相长，不耻下问；因材

施教，有教无类；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

功；等等。这些思想包含着作为教师的道德追求和

职业价值观，以及勤勉治学、仁爱公正、安贫乐道、

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彰显着传统教师的德性价值

与生命意义。对于今天的师德建设来说，依然有着

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应批判性地继承，进行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当前，我国强调文化自信、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强国战略，为传统师德文化的传承、创新

提供了良好环境。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师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本文认为应遵循由知到行、知行合一的逻

辑进路。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全面

深刻地理解传统师德文化，做到“真懂”。中华传统

优秀师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社会文化的传

播者、引领者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以严谨、认

真的治学态度对传统师德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科学阐释。全面研究、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

师德文化的精髓，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首先要在“真懂”上下

功夫。其二，使优秀传统师德文化与时代要求相适

应，做到“融合”。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华优秀传统

师德文化已是“完成时”，传统师德所处的阶级分

化、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而现代师

德建设则是“进行时”，新时代强调张扬人的理性、

主体性，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教育理念，因

此，师德建设要根植于时代，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形

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师德文化。如传统师德文化

中的“好学求新”思想在今天依然适用，但基于时代

语境，用“终身学习”理念来替代，并以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的路径去实现，这就是一种现代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其三，以多种路径推进现代师德体系建

设的落实，做到“实干”。“实践出真知”，在理论层面

构建起内化传统师德精神的现代师德体系，只是实

现了阶段性目标，仍须以规章制度、职业规范、法律

法规、舆论宣传、培训等多种形式，推进现代师德体

系的实践化，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知与力行

相统一，以使师德文化以新的内涵与形式发挥作

用，新的师德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修正，提

高实效性。

二、超越人性观的对立：倡导高尚师德与加强底

线师德并重

综观中西方高校师德建设，由于受传统文化特

别是人性观的影响，其理念与建设路径具有差异，

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师德建设的本土化特征。所谓

本土化是指各国在师德建设过程中形成各自特色，

彰显民族优秀师德文化。近年来，强调中国特色是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转向，建设富有中国

特色的高校师德体系亦是应有之义。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师德建设表现出崇

尚高尚师德而非底线师德的鲜明特点。教师是集

聚了多种优秀品质的贤能者。德高才能为师，为师

必尚德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师德观作为文化基

因，一直延续和渗透至后续师德建设过程中，成为

我国师德建设的特色。当前在国家政策层面依然

注重和强调弘扬高尚师德，如 2011 年颁布的《高等

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主要包括敬业爱生、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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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等倡导性内容，这显然打上了儒家传统师德认

知的历史烙印。崇尚高尚师德的价值在于有利于

将教师塑造为社会道德标杆，利用其特殊角色和身

份，在社会道德发展中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但

是，这种师德理念亦有局限性，即对教师作为现实

的个体存在、作为主体性的人关注不足，过于抽象

化和理想化，因而难以在教师群体中普遍落实。“传

统教师在其生存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作为统治思想

的代言人，因背负着‘传道’的使命而演化为一种符

号化的实体性工具主体。”［2］儒家思想中的教师已被

神圣化，具有象征性意义。而教师是社会生活中实

实在在的人，首先会追求满足生存性需求，然后才

是安全、爱、自我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个

体总试图在生命存在——生活存在——理想存在链

条中不断前进，从而实现人的自然性、现实性和超

越性的统一。”［3］尤其在现代社会，伴随人的主体意

识觉醒与强化，教师的合理物质追求、利益追求本

具有正当性，但其道德境界却常常因此而被贬低，

主要在于人们是以超越现实性与物质生存性的高

尚道德作为评价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当

下社会师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师德标准越高

越好吗？未必尽然，一味将教师道德责任抬高，视

教师为圣人，让教师背负过重的道德枷锁与社会责

任，而忽视教师凡俗生活中作为生命个体的合理化

需求，这种超越现实的过高期许难以有效转化为教

师的专业道德自觉。

在西方国家，由于基督教人性观的影响，其师德

体系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路径，即侧重底线师德。

基督教人性观把人性分为善恶两面：她承认作为上

帝的创造物，每个人都有灵魂、理性与美德，个人有

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但同时认为人也有与生俱来

的罪恶潜能与堕落趋势。所以，一方面人既可向上

发展追求良善，但向上发展并非无止境，人不可神

化；另一方面，人也会随时向下无限度地堕落、作

恶。基于基督教的人性论，西方国家选择的主要途

径是依靠制度防范恶的发生，而非通过自我修为祛

除恶。

基督教的人性观及其制度设计亦被渗透和应用

至师德建设领域。当前西方国家师德建设偏重底

线思维，即规定教师不能逾越的道德边界及其行为

后果，强调规范制约而非道德主体自律。这种底线

师德的合理性在于尊重教师作为人的主体性价值，

使师德行为有明确的规章可循，可操作性强，不似

崇高师德一般抽象。但是，“西方对于师德理性价

值、人性价值的推崇，把对权威的迷信让位于理智

的思考和独立的分析，也使得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教

师失去了充当道德领袖的社会根基”。［4］由此可见，

高尚师德和底线师德是中西方国家基于各自文化

传统形成的不同师德取向，彼此之间并无高下优劣

之分，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新时代我国高校师

德体系的建设应扬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倡导

教师追求高尚师德的同时，加强制度规范建设，设

立师德屏障，明确教师不可逾越的底线，使教师道

德追求可上不可下，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特色师

德体系。

三、根植职业特性：注重整体性规范建设与教学

道德的强化

我国高校师德建设注重教师职业道德的整体性

规范，甚至超越了师德内涵的边界，却弱化了教学

道德这一核心要素。这既有中国注重整体性思维

的传统文化惯性影响，也反映了对教师职业特性的

把握不够准确。当前，推进教学道德发展已成为国

际教师专业伦理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高校师德建

设应顺势而为、因势而新，在注重整体性规范的同

时加强教学道德建设，充分彰显教师职业特性。

注重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整体性规范是我国高校

师德建设的特点。从国家相关文件和规章来看，对

高校师德的规范，既包括教师从事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等具体工作时的道德规范，也有政

治素质、法律法规、职业理想等超出教师职业道德

范畴的规定，师德规范呈现出明显的延展性。这主

要与对师德的定位和理解有关。伴随着国际教师

专业化发展和国内师德研究的推进，学术界逐渐达

成基本共识，认为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

在从事教育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情操、道德

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总和。尽管在实践中，仍存在师

德建设有关规章制度笼统、措施针对性不强、实效

性不足等现象，但其内涵、边界的清晰界定，将逐步

消除师德泛化带来的影响，对具体实践发挥积极的

指导作用。

对师德内涵理解泛化、把握不准确，在实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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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突出表征为对教学道德关注不足。教师是一

种专门职业，教学是教师职业的核心工作，是体现

教师职业专业性的根本要素。教学道德是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所遵守的道德准则及其道德行为要

求。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框架，推进教学道德的发

展，已成为国际教师专业伦理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方

向。相较而言，我国高校师德建设对教师学术道德

有着相对明确可行的规范，但对教学道德的规范仍

主要停留在教师完成教学任务、遵守教学纪律、违

纪违规处理等基本层面上，停留在甘于奉献、诲人

不倦等口号性倡导上，对现代教学专业伦理精神中

强调的公平、正义、自由、信任等品质，不仅体现不

充分，更缺乏具体实操指南，对于教师的专业特性

体现不足。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追求建设高水平大

学、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许多高校科研导向盛

行，对教师的关注更多体现在科研成果、课题经费

等硬性指标上，教学则处于理论上受重视而实践上

被弱化的尴尬境地，导致教学道德缺乏可扎根的土

壤。围绕教学道德开展高校师德建设，是对教师职

业专业性的根本体现，有利于保障学生的学习权

利，实现对学生主体的道德转化，达到德育目的，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正视当前我国师德建设中

规范建设、教学道德发展滞后的现实问题，借鉴他

山之石以攻玉，是提高我国高校师德整体建设水平

的应然选择。

四、构建师德建设共同体：他律与自律相统一

如何进行高校师德建设？就宏观路径而言，主

要有两种：师德他律与师德自律。但学术界有观点

将高校师德建设的本质理解为他律，另有观点将其

理解为自律。［5］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

新时代，高校师德建设水平体现着国家现代治理能

力，现代师德体系的形成，一方面应发挥国家、教育

主管部门、高校等建设主体的作用，通过合理的制

度、程序设计予以推进，另一方面应彰显高校教师

的主体地位，通过教师主动的道德自律予以实现。

概言之，高校师德建设应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两

者相辅相成，他律是自律的前提和依据，自律是他

律的目的与旨归。只有两者协调“共律”，才能达到

善治之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师德他律成为我国高校师德建

设的主要路径。从国家到高校层面，制定了不同层

次的师德规章、法律规范，建构了相应的师德约束

机制，对于保障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这些制度目前存在可操作性弱、缺乏长

效性、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须进一步优化。新时

代，社会处于转型期，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交锋，传

统道德观念受到冲击，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

师德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形势下，高校

师德建设仍应坚持强化师德制度建设与规训，并将

其作为主要的师德治理方式。其中，关键在于制度

设计必须充分彰显和体现教师职业所蕴含的必然

性道德要求，真正符合教师职责与使命。因为“一

种制度只有具备了伦理上的正当性，才会是一种良

善制度”。［6］良善制度把人的发展视为目的，把正义

作为价值基础。只有合乎专业伦理正当性的道德

他律才能真正得到教师的认同，实现外部规范向价

值信仰的内在转化，形成主体自觉的道德观念、道

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

强调他律的高校师德建设路径并非否认师德自

律，而是以之为前提，在师德建设应有的制度框架

中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达到自律目的。师德自律

是指高校教师依靠内部驱动力，在教育教学实践活

动中，把教师职业道德所要求遵守的必备准则主动

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自觉，实现内在道德品质和外在

道德行为的和谐发展，提升道德境界。师德自律的

出发点在于认可教师有追求良善的主体能动性和

现实超越性。相较于师德他律的外在性、引导性与

强制性特点，师德自律把教师视为师德建构主体，

强调教师的内在主动性与自导性。源于内部驱动

的道德自觉显然更具有有效性和持久力。然而，综

观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实践历程，教师的主体性往

往被遮蔽，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师德建设的实效性。“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的主体

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内在依据。”［7］对教师主体地位

充分尊重，才是真正把握了道德建设的本质与价值

旨向。因此，新时代高校师德建设应彰显教师主体

地位，将其与外部主体并重，形成建设共同体。此

外，要重构师德自律机制。具体包括：营造良好的

师德自律氛围；正确处理教师利益与职业道德的关

系；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师德自律方法；等等。需特

别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与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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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合而为一的师德修养方法，于今而言仍不失其价

值。例如：其一，修身。道德的养成，需要自我教育

与磨练，此为修身工夫。《礼记·大学》中言：“身修而

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其二，慎独。慎独

是以高度的理性自觉为前提，把道德规范化为个人

内心信念，时刻约束自己。［8］其三，重行。道德养成

不是靠空谈，而是须践履。“履，德之基也。”（《周易·

系辞下》）实践，是道德养成的根基。对于师德自律

而言，就是根植于教育教学活动实践而切实躬行。

上述方法在不同层面反映了我国传统师德的养成

重在自律。然而，伴随社会变迁与转型，传统师德

自律的机制逐渐被消解，新时代高校师德建设须在

批判性借鉴传统师德修养方法的基础上，重建师德

自律机制。

新时代，全面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党和国

家深入洞察当下师德问题，着眼未来，为民族复兴

所提出的强师战略，意义重大。高校师德建设既要

应对时代提出的挑战和要求，也要解决理念和制度

上存在的问题。文化是影响师德建设的最深层次

力量，超越文化差异，实现文化互鉴与优势互补，是

未来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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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 ethics in colleg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Culture is the profoundest power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lead

to different path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olleges in China contain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s about the pursuit of highest good，while the west is full of strong dark consciousness，while both of

them hav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At present，our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olleges should

transcend cultural differences，and realize mutual learning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We should make the

tradition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ure adapt to the era，advocate the noble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trengthen bottom-line teachers' morality at the same time，harmonize the integrit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with teaching ethics，and integrate teachers' morality with self-discipline.

Key words：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the idea of highest

good；dark consciousness；cultur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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