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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在我国教师道德面临极大的困境，教师道德现状也不尽人意，教师道德平庸和教师道德建

设究竟走向何方？对于教师道德的两个层面：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的含义，二者的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会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清现存的教师道德困境，为困境的解除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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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蜡烛”，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对教师的形象的经

典描述，这也是社会对教师道德的要求和众多教师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些对教师职业神

圣性的描述，我们在生活中和文章中经常听到和应用，但这些“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道

德高要求是否合理？这些道德要求是否应该强加于所有教师？却值得我们慎重思考。对这些

看似熟悉的话语的反思可以引导我们明确教师道德的相关问题，教师道德是什么？教师职业

道德和教师德性是怎样的关系？教师德性建设的意义如何？这些将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教师道德 

（一）道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二字以分开使用为主。“道”指宇宙之大法，万事万物运行。

的规律，《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为道”。《韩非子》中也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物自所以成也”①。但是到了孟

子那里，就演变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之意，他是这样说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②。关于“德”，中国古人有德、得相同之说。庄子说“通天地者，德也”③。朱熹则说“德

者，得其道子心而不失之谓也”④。故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即”得道”，是主体人对”宇宙之

道”、”人伦之道”的获得和把握，道德是伦理学的一个概念，它的英文写法是“morality”，
它的形容词形式是“moral”，而“morality”和“moral”的起源是拉丁文的“mores”，有

“习俗”、“个性”、“品格”的意思。 

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道德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与伦理是两个截然

不同的维度的概念。伦理指“道德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规范”，它是被约定的规范，而道德是

一个前规范概念，“道”意味着本然的存在方式，对于自然存在，德实际上被强化为道的必

然发展方式，对于道来说，德就是目的。 道德表现为“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

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⑤。 

（二）教师道德 

教师道德是教师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教师伦理学主要是一门关于教师道德的学问，那么

教师道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呢？根据上面对道德的阐述，教师道德就应该是根据一定

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进行的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体道

德要求的总和。 

教师道德至少包含着两个层面：教师作为人的道德和教师作为教师的道德，也就是教师

 1



个体道德（德性）和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前者

是后者构成的基础，而后者是前者在教师职业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二、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 

   教师道德包含两个层面：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那么，教师德性究竟是什么？教师

职业道德又是什么？二者是什么关系？ 

（一）教师德性 

  “德”同“得”，有获得和把握之意。那么“性”有什么含义呢？“性”即本性，指事物

的本质，如《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到，修道之谓教。”在“性”、“道”、“教”

中，“性”处于最高位置。在西方哲学中，德性也备受推崇，柏拉图认为“德性是心灵的秩

序”，把德性作为与天赋相应的位置。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用来使个性达到善福的

性质”。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则认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实践，

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⑥。因此德性是一种个人内在的，在外界环境与内心体验

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品性。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个体的人格品质。具有稳定性、必然性和

普遍性等特征。 

    那么，教师德性就可以理解为个体的德性在教师这一特殊职业领域中的具体实现。教师

德性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修养而形成的一种获得性的内在精神品质，既是教师

人格特质化的品德，也是教师教育实践性凝聚而成的品质，是一种习惯于欲求正当事物并选

择正当行为去获取的个人品质。教师德性是内在的，需要在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形成。教育实

践对教师来说，既是为完成社会赋予的教育责任的付出，同时又是个人各种需要，尤其是精

神需要获得满足的生命历程之组成，是获得与满足的统一。 

（二）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职业道德是对于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的道德要求，实现这些道德要求是从事这一职业的最

基本的条件。教师职业道德也就是对整个教师群体，做为一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应具有的带

有普遍性的要求，属于教师团体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教师职业道德属于一种职业规范，是

对教师职业的约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确立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得以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至少包含三个基本层面：教师道德“标准”；对教师的“要求”；违反教师

道德规范的“制裁”。也就是人们对教师提出的道德标准，根据这些道德标准对教师提出相

应的道德要求，对违反这些要求又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性措施。 

（三）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的关系 

1、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道德的两个层面，二者有着先天的联系。前者构成

了后者的根基，而后者是前者在教师职业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尽管在教师职业共同体的意义

上说，教师规范具有优先性，但是从教师人格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关系层面来说，教师的人格

道德却具有优先性，“先学做人，后学做事”。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格高尚、德性高尚的教师

当然会成为一个恪守教师职业道德的教师，反过来说，一个不能能够恪守教师职业道德的教

师至少是一个人格德性有欠缺的教师。 

2、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教师德性是教师个体自身的道德

自觉，是个体道德；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的要求，是教师团体道德。个体道德和

团体道德是传统伦理学和现代伦理学关注视域的分野，传统伦理学关注个人道德的完善，更

多地思考关于个人的道德规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体伦理学，它虽然也强调社会性，

强调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关注的还是关系中的个体。而现代伦理学则更多地关注社

会和组织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更多地将一个团体、一个共同体作为道德考量的对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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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团体中的人的相互依存性，这与现实社会中要求行业规范

和集团规范的趋向相吻合。教师德性作为个人道德是自我追求的结果，是一种私人道德，是

间接性道德。而教师职业道德是一种直接的教育性道德，直接涉及到学生道德生命的成长，

它是所有教师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 

其次，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约束机制不同。教师德性的约束机制是道德自律，

因为，教师的的德性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还原为人的德性，人的德性必定是出于必然的、普遍

的、自愿的、即教师自愿选择去做符合德性的事情，才具有德性的品质。而教师职业道德的

约束则来自于外部，不遵守规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不论个体是否愿意，个体都毫

无余地地必须服从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再次，教师德性的目标是追求卓越，教师职业道德则追求基本的秩序。个人的德性预

示着个人人格的卓越和高尚，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目标则是建立最基本的秩序。 

三、教师道德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教师道德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社会上和教育界对教师道德问题十分关注。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人民教师

道德出现了问题，人们指责教师的道德水平大不如前，责任感不强，“重利轻义，见利忘义”，

对学生缺乏爱心等等。确实，我国的教师道德面临着困境，教师的道德水平受到普遍质疑，

教师的道德失范现象时见报端。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教师个人，或归咎于

教师法律法规，而应该合理反思，探寻教师道德失范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

口。 

当前，我国教师道德确实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个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

道德平庸，二是教师道德失范。这两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的关系问

题，用教师德性代替教师职业道德去要求教师群体，会导致教师职业上的焦虑，心理上的道

德负担。同样，用教师职业道德代替教师德性来约束教师，则使教师安于履行基本的教师职

业道德，而放弃对教师高尚美德的追求，不利于教师德性的提升和完满。下面对这两个问题

进行详细分析。 

（一）教师道德平庸问题 

现在社会上和教育界人们都在抱怨说，现在的教师不如以前的教师素质高，道德水平

有所下降，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为师的样子，古时先贤圣师的高尚品格在他们身上完全丧失。

说他们，“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缺乏进取心，“身在曹营心在汉”——缺乏事业心，疲

于教学等等，这其实就是教师道德平庸化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教育成为一项公共事业之后，人们需要对教育这一事业进行制度性的

设计，教育由非正式形态进入正式形态，即制度化形态。所谓制度化就是群体和组织的社会

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制度化意味着规范化、

有序化，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制度体系的完备。教育制度化过程中，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各个

方面都做出了严密的制度规定，对于教师这一重要部分更是不例外。现代社会对所有的教师

提出了相应的、普遍一致的“要求”，并进而确立其基本的“惩罚”措施，就这样，教师职

业道德诞生了。最初，社会试图用原来的个别道德高尚的教师作为标准来要求全体教师，但

是，这些高尚的道德很难让所有的教师达到，这样看来大部分教师都是不合格的，这样底线

道德就应运而生。 

现在我们所说的教师职业道德就是一种教师底线道德，只要不突破这条道德底线，大

部分教师的行为就可以说是道德的行为。教师底线道德是相对于传统道德而言的，传统道德

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英道德、圣人道德，这种道德要求很高的标准。作为底线道德的教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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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是大部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都能达到的一种群体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失去了古代先贤

圣师给教师道德留下的光环，教师在这些道德规范面前成了不折不扣的执行者。教师不再追

求个体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满。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上普遍的对教师的成见，就像人们所看

到的一样，教师这一职业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是谋生的手段，社会对教师职业丧失了神秘

感，从事教职的教师也不再有幸福感和实现感。这种一种生存状态导致教师“八小时”心态、

“完成任务”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就好”心态，这些心态就像底线道德一样，是消极的、

颓废的，长此下去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不仅危及教育，危及教师的道德，而且会危及整个

社会的道德。 

这样，教师底线道德就成了成为约束教师行为的唯一因素，现代社会为了维持预定的

秩序，达到预想的和谐，将教师个体的道德放逐到私人领域，即不论你个人德性是怎样的，

只要你能遵守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教师道德

平庸就是对教师作为人的个体道德的忽略导致的后果。 

（二）教师道德失范 

除了教师道德平庸之外，教师道德失范现象也是现在教师道德问题之一，而且社会上

大量存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朝着利益关系趋势发展，教师特别关心会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学

生，如学习成绩好的，遵守纪律的学生，而对于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影响教师前途的

学生，则受到教师的蔑视和贬低，甚至暴力相加。还有教师利用家长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的情

形也屡见不鲜，他们利用学生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做出各种对学生不公平

的待遇，利用家长的“一切为了孩子”的心理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我们上面讨论了教师从事教育事业要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违反职业道德要受到制度和

法律的相应制裁。但是，面对制度和法律的严厉惩罚，为什么教师道德失范事件还频繁发生

呢？笔者认为，教师道德失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包括教师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教育制

度问题，还有社会风气问题等等。但是，应该说，教师道德失范与教师德性的缺失有着紧密

的联系。教师群体公共生活中道德底线的恪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仰赖于属于私人领域的教师

的个人德性，而教师德性问题由因为是属于私人领域，而被认为纯粹是教师个人的事情，很

少被人们关注，长期受到忽略，这是教师道德示范现象时常发生，道德底线失守的一个重要

原因。 

从上面对教师道德问题的探讨和原因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教师个体道德，即教师

德性问题十分重要，教师职业道德是约束教师行为的外在因素，而教师德性却是保障教师道

德的内部因素。虽然教育研究者都能意识到教师道德的这两个层面，但在实际的研究论述中，

往往因追求教师道德的特殊性的习惯思维而淡化对教师个体道德的关注，这恰恰是舍本逐

末。另外，一谈到教师道德问题，人们往往关注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制定和完善方面，对教

师德性的关注不够，现代社会用规则伦理取代美德伦理就是对道德和人的忽略和误解。因此，

在师德建设中应该提高对教师德性的关注程度，在充分调动教师建设自我道德，提升个人德

性品味的积极性。教师德性建设和教师德性的提升对我国教育事业意义重大。 

四、教师德性建设的价值 

    师德建设既包括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同时也包括教师个体的德性完善，教师个体

道德的建构和完善具有利己利他的双重价值。 

首先，教师德性的完满可以使教师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

“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 
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德性的获得“将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

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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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并且还能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拥有教师德性的教师可以通过教育实

践活动获得教育的内在利益——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这一内在利益是任何其他社会实践活

动所不具有的，获得这种内在利益是教师独特的精神享受，拥有教师德性就必然可使教师获

得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在利益——一种完完全全精神的东西。拥有教师德性就会产生一种对教

育、教学实践的内省意识和责任感。也可以获得对教师本身而言的一种高尚感。比如，学生

学习的进步、教育实验的成功、新的教学方法的发现和运用，这些都能给教师带来无比的快

乐和满足，这就是教师的自我实现。 

可见，教师德性的发展是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充实自己，发现

生活意义，获得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教师德性的获得和提升是教师生命的表达和潜能的

释放，它有助于教师明晰教育工作的意义。 

   其次，教师德性的获得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利他价值。教师对学生的最大的影响不在于

教师教了什么，而是教师做了什么。教师的身体力行对学生的影响意义深远。有德性的教师

潜意识里会有一种善心、爱心和责任心，把学生教好是教师发自内部德性的迫切需求，而不

是来自外部的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这种内在的巨大需要能最大限度的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

自主性，他们在教育中表现出的伟大师德和师魂，会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带来莫大的鼓舞和感

化，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专门的课堂教学所没有的。这让学生在教师德性的熏陶下

获得巨大的收益。 

    同时，教师德性对教师敬业乐业，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有重要价值，它

还能优化教师队伍建设，调节各种教育因素充分发挥效力，也是学校和教师队伍取得社会良

好评价和有力支持的感召力之所在，所以，教师德性建设意义重大。 

教师德性利己利人，价值重大， 所以，在师德建设中应充分认识教师德性建设的重要

性。同时，教师个也应该加强作为个体道德的德性人格建设和提升，把探索教师德性生活作

为自己的重要人生目标，自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实践有意义的人生。 

 

注释： 
①韩非子·解老． 
②孟子·尽心下． 
③庄子·天地． 
④四书集注·论语注． 
⑤冯契.哲学大辞典[C].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601． 
⑥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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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 we are facing great plight about teacher’s morality in PRC. The present 

teacher’s morality is unsatisfactory. Where ca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go? There are two 

aspect about teachers morality: teachers virtue and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ill help us clarify the plight we are fac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to provide for the lifting of the plight. 

Key words: teacher morality, teacher virtue,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eachers, teacher morality 

p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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