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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范生的师德教育有助于其坚定从教信念、忠实践行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在师范生的师德教育中长期

存在思想层面和课程设计层面的突出问题，引入最近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可作为解决

这些问题的一种有效思路。教育惩戒规则视域下的师范生师德养成路径包括：以教育惩戒规则学习为推

手，提升师范生的师德思想认识；以教育惩戒规则学习为切入点，优化师范生的师德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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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ral education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helps them to strengthen their faith in teach-
ing and faithfully practice the great mission of teaching. However in the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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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ormal school students, there are prominent problems at the level of thought and curriculum 
design for a long time.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s to introduce the recently issued 
“Disciplinary Rul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Trial)”.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d disciplinary rules includes: To 
promote the teachers’ moral understanding of normal school students by learning the rules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To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teachers’ ethics for normal univer-
sity students by learning the rules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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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德问题溯源 

1.1. 师德的提出及构成要素解读 

2018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该文件从加强教师党员队伍建设、提高政治思想素

质、弘扬高尚师德层面指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措施[1]。2019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经过 5 年左右努力，基本建立起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

系和有效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师德师风建设目标[2]。习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工作报告中再次强

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3]这些文件里面提及的“师

德”，即教师职业道德。它通常被解读为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

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包含教师道德认识、教师道德情感、教师道德

意志、教师道德信念、教师道德行为和教师道德习惯等几个要素[4]。 
分析以上几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师德职业道德认知是其他师德构成要素的基础。师范生作为培

养教师的预备队伍，只有在职业认知层面树立教师职业认同、坚定从教信念，方能在职业情感层面提升

职业热爱感，在职业意志层面未培养百折不挠、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忠实践行教书育人的伟大使命。

由此可见，以职业道德认知为核心的师德教育不应在踏上职业岗位才开始，而应该提前在职前的师范教

育阶段。即将师范生培养成“四有”好老师，不应当只着眼于“四有”好教师中的“有扎实学识”层面，

还应在培养职业道德层面给予同等的关注，方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四有”好老师中的“有理想信念、道

德情操和仁爱之心”，实践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 

1.2. 师范生师德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 

职业道德层面的师德教育比较偏理论化、抽象化，其对于师范教育的意义不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师德培养类课程在师范教育中常常被边缘化，缺乏重视。加之一些社会观念对师范生的冲击，师范生

的师德教育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层面和课程设计层

面。 
思想层面主要是职业认知有偏差、功利心过重。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很多高校将办学重点转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308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慧 
 

 

DOI: 10.12677/ces.2023.113080 492 创新教育研究 
 

向培养应用型人才，就师范专业而言，体现为重技能、轻思想[5]。久而久之，师范教育所遵循的“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变得只强调“学高”，这样的师范教育就有了较大缺失。倘若不反省师德培养的弱化，

单一的知识与技能培养最终只能造就没有“灵魂”的教师[6]。另外，一些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认知也有

较大偏差。近几年受疫情冲击，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上出现“考教师热”，学师范成了

人们眼里的香饽饽。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师范专业并非出自对教师职业的追求，更多被教师职业

的在工作稳定性、优厚的福利待遇吸引，一旦面对现实中教师的真实境遇，师范生追求教师职业的坚定

理想较容易被冲淡。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迫于就业压力会暂时选择从教，一旦时机

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即便无奈只能任教，多半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7]。 
更多研究者探讨了师德课程方面的问题。早在 2013 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将师德教育纳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要求师范生培养必须开设

师德教育课程[8]。然而这一要求的落实情况确不尽人意。根据陈旭生等人(2019)的问卷调查结果，有 98%
的被调查者反应其所在学校没有开设《教师职业道德》这类课程，72%的被调查者反应其所在学校进行

师德教育时是没有将“四有好教师”标准融入教学内容[9]。即便是开设《教师职业道德》这类师德类的

专业课程，在授课形式、教学效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教学方式以单一的理论讲解为主，教学内容

缺乏吸引力，学生被动接受；没有设置相应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难以通过实践活动来体会自身角色的

转换和对师德的深入理解；没有全方位调动任课教师、朋辈群体、校园文化等隐形课程资源，打造全方

位师德教育体系[10]。 
综上可知，思想层面和课程设置层面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师范生的师德教育。通过优化课程设计，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优化课程设计的一种思路就是丰富师德课程的教学内容，引入与

师德有关的教育热点问题作为课堂教学、讨论素材，亦或是作为师德课程的课外学习资源。教育部在 2020
年 12 月公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试行)》)就是很好的师德课程的教学素材。 

2. 解读《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2.1. 教育惩戒的内涵 

教育惩戒权就是教师基于特定职业所依法享有的管理学生权，是一项涉及学生、家长、学校、教育

行政部门、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极为复杂的权限[11]。教育惩戒问题不仅在教育管理和处理师生关系时备受

关注，也是对教师进行师德评价时颇受争议的话题。 
在 2020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的《规则(试行)》中，将教育惩戒界定为“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

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

为”，并要求在教育惩戒实施过程中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的原则[12]。《规则(试行)》把惩

戒方式从宏观上划分了批评教育、当场惩戒、惩戒后告知家长、惩戒前知会家长、教育管理等几类，具

体的实施细则交由各地、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来规定。《规则(试行)》已经实施两年多，从来自中小学校、

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家长层面的反馈来看，学生和家长最大的担忧是教师滥用惩戒、造成变相体罚，学

校与教师的最大疑虑则是惩戒实施不当导致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对立。这些忧虑归根到一点，就是如何

把握惩戒的尺度。 
解答这个问题，就应当回归到惩戒的初衷。显然，惩戒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施“小惩”以“大诫”，

让学生在惩戒中感受到教师的关爱，立德树人才是最终目的。立德树人正是师德的精神内核。 
因此，教育惩戒能力训练可以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平台，师德师风的提升可以成为提高教育惩戒水

平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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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惩戒中的师德问题 

《惩戒规则(试行)》不仅给在职中小学教师在规范教育惩戒的过程中进行师德师风再教育，还能把这

样的师德师风教育提前至师范教育阶段。 
为了解教师职前阶段的师范生对教育惩戒与师德的关系的看法，笔者对湖南某本科院校的 286 名师

范生发起了问卷访谈。 
有八成以上师范生认为教育惩戒与师德并不矛盾。有被调查者说到：“我学习师德的内容是为了将

来走上工作岗位后更好地教育学生，促进他们学习，而惩戒规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如何去关

爱学生。”还有调查者谈到：“这个规则就是要求教师积极承担育人职责，拒绝做一名不履职尽责的‘佛

系’教师。”当问及是否愿意把教育惩戒的有关内容作为师德课程的教学素材，七成学生表示欢迎。然

而，当问及是否有开设师德类课程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反馈说“没有”，他们有关师德的内容主要靠自

学。这种自学大多限于备考教师资格证科目一中有关教育法规中有涉所及。 
由此可见，缺乏系统的师德课程学习使得师范生对师德的认知浮于表面，对于《规则(试行)》这类教

育热点话题他们虽然感兴趣但由于无人引导，使得学习缺乏系统性。将来工作以后面对学生的教育问题

难免会感到无所适从。 

3. 教育惩戒规则视域下的师范生师德养成路径探析 

师范生师德教育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思想和课程设计层面，《规则(试行)》在包含师范生的教育群体中

有着较高的关注度。通过有效引导师范生学习和讨论这份《规则(试行)》，既是对广大师范生的一次师德

再教育，又能为师德课程在课程内容、授课方式、课程评价形式等方面提供新的启示与思路。 

3.1. 以教育惩戒规则学习为推手，提升师范生的师德思想认识 

教育部针对新时代教育现状出台的《规则(试行)》，可以作为当下师范生师德教育的重要参考。长期

以来，师范生对教育惩戒的认识大多来源于其学生时代从自己的老师那里所见所听的观点，部分观点是

有失偏颇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将新出台的《规则(试行)》纳入师德课程学习，可以预防师范生在入职

后靠盲目模仿来进行惩戒继而影响教育效果、得不偿失。《规则(试行)》既是教会师范生如何合理合法运

用惩戒，提高其惩戒技术，更是强调这些技术背后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对师范生的一次很好的

师德教育。师范生在全面学习惩戒规则、深入讨论教育惩戒的尺度和温度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教书育人

伟大使命的认识，提升自己的从教意愿。 

3.2. 以教育惩戒学习为切入点，优化师范生的师德课程设计 

解决师范生的师德课程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课程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把育惩戒规则的学习

作为提高师范生师德课程设置科学性的切入点。 
针对师德课程偏重理论灌输，内容陈旧、过于空洞的问题，新出台的《规则(试行)》既是具有时代性

和实践性的教育热点话题，又是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可以很好的补充到师德课程内容当中去。《规则(试
行)》的解读和探讨可以成为搭建师德理论与教育惩戒实践的桥梁，促进师范生对师德的理解由理论灌输

向启发、讨论转变，为师范生的师德学习创设自我思考和反思的学习空间，让他们在对教育惩戒规则的

研讨中增强职业认同。 
针对师德课程教学方式单一、理论脱离实践、课堂氛围枯燥的问题，可以把对《规则(试行)》的课堂

学习作为创新教学方式的切入点。采用教育惩戒案例讨论、编排教育惩戒情境剧目、组织教育惩戒规则

课堂辩论等方式丰富师德课程教学形式，最大程度调动师范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课堂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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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课堂师生互动，引发师范生的情感共鸣。此外，还可以采用翻转课堂模式，即让学生来主导师德教

育的课堂，化被动为主动，不再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13]。授课教师从有关教育惩戒的引导性案例

中提出师德话题，学生自主或者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讨论得出观点，最后教师进行升华总结。这样的方式

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占主体地位的局面，重新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主体地位，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增强学习的参与度和成就感，很大程度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提高学生对于师德内容的学习兴

趣，极大地促进教学效果提升[13]。创新教学形式不光在课堂内，还可以拓展到课外。借助“智慧树”、

慕课等互联网教学资源，或依托 QQ、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互联网社交工具，向学生宣传《规则(试行)》，

推送优秀案例或人物事迹报道，并鼓励师范生将个人心得发布至平台，积极开展互动。 
针对师德课程中的实践环节比重过低、师范生难以通过教育实践加深对师德深入理解的问题，可以

把对《规则(试行)》的研讨作为加强师德教育实践的方式。可以组织师范生走进中小学校园进行《规则(试
行)》实施调查、了解教育惩戒现状，了解《规则(试行)》对未来教师的新要求、对教育工作者的新期望，

引导师范生主动提升自我道德修养。还可以引入社会调研模式，鼓励学生开展有关教育惩戒实施情况的

调查研究，了解其背后的师德现实需求，理解教育惩戒背后的师德内涵。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师德课题

的相关研究，将调研结果形成书面报告，加深其对师德理论的认识[9]。 
针对师德课程的隐形课程资源不足，全方位师德教育体系尚未构建的问题，可以将教育惩戒规则作

为丰富师德隐形课程资源、打造全方位师德教育体系的切入点。所谓隐形课程，是指学生在学习环境(包
括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体系)中所学习到的非预期或非计划性的知识、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等[14]。
校园环境建设是隐形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高校可以借助校园墙绘、宣传栏、专题讲座等方式，

亦或依托校园广播、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师范生宣传教育惩戒背后的师德要求，建立健全师德

文化氛围。在宣传《规则(试行》过程中，通过树立典型、宣扬榜样，将抽象的说教转化为生动的事例，

坚定师范生的师德师风信念[15]。另一方面，高校还可以以现实中教师教育惩戒的“失范行为”为戒，激

励师范生不断内省、自我提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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