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 ▲教育在线

论中学教师的师德修养

◎陈广
摘要：中学教师作为中学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基本要素，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的具体传播者，

是“以德治国”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在人类社会继承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加强中学教师的师德修养，

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对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密切师生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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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对师德修养的要求

人们常说：为人师表。无论从教与学

的全过程看，从教书育人的角度看，还是

从认识的角度看，中学教师在中学教育过

程中都处于主导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

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中学教师加强师德修

养的必要性。

（一）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引

路者

中学教师的特定活动对象是中学生，

教师根据一定的社会委托，对学生身心

施加某种影响，跟学生的关系是据此而

产生的。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要求，主要

通过教师来体现，教师是以一定社会教

育方针、政策去培养人，使学生的身心

朝着社会的要求方向发展。同时，教师

术业有专攻，受过专门的教育训练，教

师知之在先、知之较多，在知与不知的

矛盾中教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教育

计划、大纲主要靠教师去组织实施。要

针对学生实际，对前人的文化成果，加

以消化，进行一番取舍、组织、加工、

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能力和观点，教师

不仅用丰富的知识观点哺育学生，还要

教给学生获得知识能力的正确方法，是

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引路者。

（二）教师是中学生心灵的启蒙者和

塑造者

步入中学后，孩子们的知识、智力

的开拓和发展，道德观、人生观和个性

的形成都与教师的启蒙和塑造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中学教师对中学生的健康成

长也有重要作用，教师是塑造学生心灵

的工程师，是使学生健康成长发展的保

健师，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者，这种建

设者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

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对教师寄予莫大的

希望。

（三）教师的言行对中学生具有很强

的导向性

“凡是学生都感到自己是学生，都有

一种‘向师性’，	都会产生‘学生感’，

他要学习，要听教师的指挥”。这种属性，

在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

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中学教师在教育过程中

起主导作用。但是，教育起主导作用并不

属于教师说了算，因为教育对象是具有主

动性、积极性的学生，肯定教师的主导作

用并不意味着否定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

观能动性。相反，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精心培

育的结果，所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是衡量教师主导作用的观点的重要标志。

二、 加强教师师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

教师的师德是教师在中学教育活动中

必须履行的行为规模和道德准则，是教育

道德结构中的主体部分，在调节教师全部

道德品质中起重要的作用。加强中学教师

的师德修养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要加强教师对待教师集体的师

德修养

一所学校要强而有力，首先靠的是

团结一致的教师集体，学生的塑造也靠教

师集体的劳动智慧。教师集体是一个由共

同的教育任务组成复杂的整体，要使这一

集体能够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有效地进行工

作，	所有成员力量的协调一致非常必要。

集体中的每个成员不仅要对自己的工作负

责，同时，彼此之间还要对整个“事业”

负责。如教师所教的每门学科都是形成学

生完美的个性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各科教师就不能采取贬低其他学科的方式

来提高本学科的威信，每个教师劳动的显

著特点之一，教师钻研教材主要依靠个别

劳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也往往是面对

学生单独进行，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

似乎工作的成绩仅仅取决于教师个人的努

力。可是这种个别性劳动的形式更需要教

师确立正确的产物道德观点，这样正确处

理好教师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

系，做到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心理相容，

通力协作。

（二）要加强教师对待自己的师德

修养

教师的劳动始终具有示范性。在教

育、	教学活动中，中学教师不仅以自己

的知识、技能去影响学生，还从品德修养、

道德情操、作风仪表、治学精神，以至劳

动态度都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表率作用是任何其他教育都无法代替

的。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固然许

多事有赖于学校的一般规章，但是重要的

东西永远取决于跟学生面对面交往的教师

个性，教师的个性对年轻人的心灵影响所

形成的那种教育力量，是无论靠教科书、

靠道德说教、靠奖惩制度都无法取代的。”

可见，教师自身的修养和业务的提高显得

特别重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严于律

己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教师应该在自己

的一切行为举止中，以身作则地成为学生

的表率，成为其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广泛的文化修养和

渊博的知识的楷模。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学

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教师只有不断提高师德修养和智能素养才

能做好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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