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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teachers shoulder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country’s moderniza-
tion construction. They should not only teach students how to learn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set a good moral example for students in life. However, under the big adjust-
ment on the current interests and impact, some deviate from the socialist mor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teacher’s ethics normal phenomenon occurring frequently. “Ought” of virtue rule and “real-
ity” of the practice, have greater contras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definition of teachers’ profes-
sional ethics, the causes of the lack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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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师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素质人才的任务，不仅要在专业知识方面教会学生如

何学习，更要在生活上为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然而，在当前利益格局大调整和冲击下，一些背离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818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8186
http://www.hanspub.org


高珊珊 
 

 

DOI: 10.12677/ass.2019.88186 1365 社会科学前沿 

 

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有失师德师范的现象屡有发生，师德准则的“应然”与师德实践的“实然”有较大

反差，本文通过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界定，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成因进行分析，总结影响教师

职业道德发展的因素。 
 
关键词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缺失，原因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教育发展以教师为本，教师素质以师德为本。教师是落实以德治国方略、推进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

者，高校教师理应成为师德建设的排头兵和领头羊。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大高校教师献身教育、尽职尽

责，为教育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也为维护和发扬高尚师德传统作出了不懈努力，教师队伍整体

是好的，其中不乏许多优秀教师。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当前利益格局大调整和冲击下，一

些背离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有失师德师范的现象屡有发生，师德准则的“应然”与师德实践的“实然”

有较大反差，师德缺失现象已影响到学校的教育质量，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规格。本文通过对教师职业道

德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界定，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成因进行分析，总结影响教师职业道德

发展的因素，以期为促进教师职业道德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2. 相关概念界定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国内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定义很多，不同学者对其定义稍有区别，结合

已有文献，笔者将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加以区分： 

2.1.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正当职业的人们，在进行职业活动进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与人们的

职业劳动紧密联系的。由子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劳动方式，经受着共同的职业训练，

因而往往具有共同的职业兴趣、爱好、习惯和心理传统并结成某些特殊关系，形成特殊的职业责任和职

业纪律，从而产生特殊的职业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职业道德表现着各种职业集团或个人道德调节的特

殊方向，比较稳定地影响着人们在一定职业活动范围内的具体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以至会影响到人们

整个品德和人格的形成。就其本质来说，道德和职业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范畴，具有阶级性

和历史性。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社会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也就有所不同。 

2.2. 教师职业道德 

教师职业道德[1]，又称为“教师道德”或“师德”，主要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时所必须遵循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调解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校领导、教师与学生家长以及教师与

社会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教师的从业准则、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以及教师的职业义务，是职业

道德在教师行业的特殊体现。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主要是指大学教师在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劳动中所必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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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的行为准则和必备的道德品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规定了高校教师的道

德规范、行为准则，以更具体、更适用于大学教师职业活动的形式体现出社会道德的基本思想[2]。 

3.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现状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教师职业道德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从当前我国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现状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来看，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对学生和社会也造成了较为恶

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部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意识淡薄 

在教师职业道德认识上，一些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和其意义所在，没有深入

地了解和掌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不能很好地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3]。此外还存在工作态度不积

极、不认真现象，一些教师不能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之中，不能虚心地接受各方面的

意见，不能和学生进行经常性的交流，教书育人的进取意识不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

状态不够饱满。 

3.2. 教师价值观发生改变，趋向于利益至上 

传统的高校教师在岗位上无私奉献，兢兢业业将集体利益和学生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居次。然

而，现在高校中，一些教师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部分教师并没有把教师职业

道德问题放在心上，反而被利益所吸引、所驱使，工作行为逐渐带有目的性，工作重心从教学和科研转

移到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创造收益，功利性地投身到有利可图的服务社会中去，以求最大程度获得报酬[4]；
某些教师的工作目的只是职称和奖金，把科研成果当做自己评职称和奖金的垫脚石，无视科研本身的意

义和价值，甚至个别教师把教师职业当成自己的摇钱树，为了实现利益，牺牲道德与法纪，使用非正当

手段参与绩效评定，挤破头皮为自己争得名利[5]；某些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学生时不能够

做到公正、客观，而是招人唯亲、招人唯财，暗示学生只有出钱支持导师的课题才有机会被录取，甚至

明码标价，利用高校教师这一神圣职业来敛财，由学术导师、人生导师沦落为利益的奴隶，职业道德被

遗弃，职业尊严被践踏。 

3.3. 教师职业倦怠现象突出 

目前的高校教师已不像传统的那样只专注于教学和科研，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的高校教师与社会

各阶层的接触较广，需要处理的事情也变得更为繁琐，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日益增加。枯燥的教学工作、

高强度的科研工作以及残酷的绩效评估，也使得许多高校教师出现了职业倦怠。在一项工作倦怠指数调

查中，高校教师的倦怠指数居于第三位[6]。他们不堪工作的高压，承受不了过长的工作时间、巨大的工

作量、超高的工作强度和激烈的职称评定竞争，身体上疲惫万分的同时，心理上更是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长期的工作压力，也使得高校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情消耗殆尽，情绪低落，导致教师工作态度消极，对

待学生冷淡、缺乏耐心，对学术应付了事，进取心衰退。甚至有些高校教师因不会调节压力，自暴自弃，

从而生出退出高校教师队伍的念头。这种工作状态也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成果，令他们收

获不到成就感，进而更加丧失工作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4. 教师职业道德缺失成因分析 

通过对国内已有文献资料整理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环境、高校管理体制和教师自身因素三方

面分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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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会环境因素 

首先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转换对青年教师的思想道德观的影响。当前正处于改革攻坚期，伴随着利益

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学而优则仕”、“学

而优则商”、功利主义和权利寻租等思想冲击着高校传统的价值观念[7]。其次学校层次差异对师德也有

影响。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办学层次日趋多样化，在师资来源上参差不齐。部分高校尤其是民办院校教

师、教育管理人员来源复杂，部分教师、教育管理者缺乏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教育的基本常识，在教育、

教学管理中时常出现违背教育理念的行为[8]。此外还有西方文化引进与传统中方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影

响。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强化了经济效益的社会地位，使谋取经济利益几乎成为一切活动的基础，

这很容易导致一部分教师的价值观出现偏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乘虚而入[9]，一些教师开始以新

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职业，以新的价值标准衡量与自己相关的利益分配，从而导致价值理念实惠化，教师

理想实际化。 

4.2. 高校管理体制因素 

高效管理体制主要与高校领导者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的重视程度有关，在这因素分析中，借

鉴途径–目标理论模型[10]，该理论以期望机率模型和俄亥俄四分图理论为依据，认为领导者只有具备激

励下属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只有让下属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才能真正提高领导效能。注重对于下属的

行为和目标之间关系的影响，由伊凡斯和豪斯提出该理论认为，领导者的工作是帮助下属达到他们的目

标，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以确保各自的目标与群体或组织的总体目标相一致。而高校领导者往往会

重科研轻教学，更多的关注的是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在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方面重视力度不够，已

有研究从高校管理体制因素方面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1) 高校教师思想道德建设不健全 
第一，高校对于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和形式上过于单一，内容上过于陈旧[11]。第二，高

校工作安排中对于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较为忽视。长久来看，高校在长期发展中更注重的必然是学科的

建设，科研的成果以及对科研能力较强者的重点培养，而在对青年教师的思想道德的教育上往往容易忽

略。第三，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个人素养参差不齐。很多高校忽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很少将教师

职业道德建设纳入学校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也往往只注重高学历和高职称而忽

视了对道德素质的考核[12]。 
2) 高校考核激励机制不科学 
高校没有给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合理科学的培养方案。高校对于教师工作安排的科学性有所欠

缺。高校对于教师的考核标准的不完善，过于片面追求科研成果从而引发青年教师职业道德的缺失[13]。
现行的以量化为基础的学术考评机制只片面地将学术成果作为评价教师的条件，有时甚至是唯一条件，

这种“重才轻德”的考评机制[14]必然带来学术的浮躁和师德的滑坡。 
3) 师德建设体系不完善，重罚轻建 
师德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社会、教育界和教师本人的共同努力和认真研究。目前很

多高校没有建立规范的教师教育培训制度，在培训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教师业务素质和学历层次的提升，

而忽视了职业道德的教育[15]。目前在师德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罚轻建的情况。有的学校对师德建设

无目标、无措施、无督促反馈，不组织教育、不开展活动。一旦出现违背师德的现象，能遮掩就遮掩，

不能遮掩就一罚了之，以罚代建，仅仅以通报批评、扣除奖金津贴之类的强制措施来威慑当事人，而缺

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从制度上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受罚教师往往心存抵触，在得不到及时劝导

的情况下又以更坏的方式发泄不满，师德建设如同水中的葫芦，按下这个，冒出那个，屡禁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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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校教师自身因素的影响 

高校教师自身因素影响的理论基础是动机理论。所谓动机理论[16]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指关于动机

的产生、机制、动机与需要、行为和目标关系的理论；指通过一定的方式引起并维持人的行为的内部唤

醒状态，主要表现为追求某种目标的主观愿望或意向，是人们为追求某种预期目的的自觉意识；动机是

由需要产生的，当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并且存在着满足需要的对象时，需要才能够转化为动机。从教

师自身因素分析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主要取决于教师自身内部动机，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教师自身进行分析。 
1) 教师自身理性精神的缺失 
主要表现是：教师缺乏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胆魄，有时仅满足于一般性常规工作任务的完成，没

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由此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创新动力不足，为教育

事业奋斗的热情不高，习惯于循规蹈矩；缺乏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够，教书育人的

进取意识不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不够饱满[17]；还有一些教师在遇到困难时，考

虑个人利益更多，想到学校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候少，思考和解决问题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高

度，不能从教师职业道德的高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2)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自律自控意志的衰减或缺失 
在前面两个不良因素影响下，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受到明显俗化。不少教师

道德信念失落，道德自律自控意志薄弱，如出现有的高校教师内心矛盾斗争后放弃道德坚持，随波逐流，

为达到晋升目的，不惜加入作假造假的行为等等现象[18]。而这种自身道德意识俗化、道德自律自控意志

弱化的现象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存在问题的自身内在原因。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自律自控意志的

衰减和缺失，容易使教师在育人过程中放松对自身的要求，放弃对高尚师德的追求，甚至认为师德修养

与自身利益没多大关系，没必要约束牺牲自己去追求更高的师德修养，这些行为将直接造成高校教师的

职业道德修养越来越不能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要，终将导致这批教师被学校和社会所淘汰。 
3) 教师年龄结构不平衡，高校教师队伍以青年教师为主力 
第一，青年教师心理层面不够成熟，主观意识较差。目前高校青年教师的队伍主力基本上是刚走出

校园有一定知识底蕴但缺乏社会阅历的优秀毕业生们。这些青年教师社会阅历较少，在心理层面还不够

成熟，思考问题可能会过于理想化，青年教师们对于我国国情民情缺少具体且实际的理解，对于社会道

德意识没有切身的体会，自身的思想状态本来就不够稳定成熟，从而导致容易被社会大环境所干扰，主

观意识较差。第二，青年教师所面临的成家立业的压力。青年教师们在生理年龄上处于人生的忙碌期，

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理想化的生活与现实市场残酷的竞争相矛盾，这些都会对青年教师的

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自身经历对青年教师职业生涯的影响。目前的青年教师的主要年龄结构是

“80 后”，虽然是教师，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走出过校园，与老一辈不同，这一代的青年教师的所闻所

思所感基本源自课本，自己本身没有经历过过于艰苦的生活，对生活的理解可能不如老一辈来的那么深

刻，享福意识强烈，吃苦耐劳的意识比较薄弱[19]。另一方面，现在社会讲求“专才”，这也导致青年教

师们成为某一领域的高材生，但总体知识架构却是不完整的[20]，所以可能无法站在更高层次去理解高校

青年教师这一职位带给社会的巨大价值，以及此职位本身的责任与使命。 

4.4. 小结 

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已有研究大多从主要从社会环境、高校管理体制和教师自身因素三方面分析高

校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因此，本文从这三方面对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出教师

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没找到相关的英文文献，专门研究道德缺失原因的文献很少，大多是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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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涉及，主要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缺失的现状和对策方面的研究；在社会环境方面，主要从社会大

背景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方面总结。学校管理方面，主要从高校教师思想道德建设、高校考核激励

机制、师德建设体系三方面总结其缺失的原因；个人因素方面主要从教师自身理性精神的缺失、高校教

师职业道德修养自律自控意志的衰减或缺失、教师年龄结构不平衡，高校教师队伍以青年教师为主力方

面，在这部分相关文献主要是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自身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鲜有针对全部高校教师自身影

响因素的分析；此外，关于教师职业道德缺失原因的分析仅从问题中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缺少理论依据。 

5. 结语 

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充分认识这些负面现象产生的主客

观因素的基础上，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个学

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键在教师。”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老师是学生修养的镜子”。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

而系统的工程，它不仅关系到教师教书育人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成败。因此高校在发

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师德建设工作，要将师德建设纳入学校中长期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常抓不懈。进一

步转变思路、更新观念，积极开展师德建设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师德教育培养体系，不断推进制度建

设，进一步改革学术考评机制，深入推进师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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