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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联合七部委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本文从

教师自身如何加强师德修养，谈了自己的一些认识。论述了教师加强师德修养应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展开，提出了用爱引领师德修养，用

责任促进师德修养的观点。并提出教师要做到“诲人不倦”就要有服务观念，要在“服务学生、服务家长、服务社会”的具体工作中强化师

德修养；通过终身学习来丰富和深化师德修养，用“幸福教育理念”成就师德、成就教师、成就学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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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关键在教师,教师的关键又在师德，因为师德直

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效果，可以说师德问题关系到定国兴邦。教师职业

道德就是师德。在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师德高尚、献身教育的教师是主

流，但也存在师德有问题的人。为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2019 年 11 月

15 日，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七部委联合就师德师风一个问题发文，充

分彰显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国家意志。之前教育部连发 6 个文件，对

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各制定了“十项准则”，同时发布了相关的“指

导意见”和“处理办法”，但那 6 个文件都是教育部独家发的。七部委联

合就师德师风发文，充分说明了师德修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加强师德师风修养不能靠教育行政部门单方面的推进和督促，突出

自我修养更有意义。我们教师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要把自己摆

进去，要主动将师德师风的外在规范内化并提升为个人自觉的行为，抓

住着力点，寻找突破口，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有效提高自身师德修养。

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1 用“爱”引领师德修养 

爱是师德的灵魂，爱是师德修养的先决条件。所以师德修养的着力

点要先放在“爱”上。这里的爱包含思想和行动两个层面。比如说爱学

生，思想上要喜欢他们。怎样的喜欢才是由爱滋生的喜欢？是自觉、不

需回报、不必感恩的喜欢，它没有丝毫的功利和杂念。行动上爱学生就

要去关心学生，要能把他们的事情挂在自己的心头，知道他们的爱好、

个性特点等。总的来说，爱学生就是要对学生无私奉献、公平对待、尊

重爱护。另外教师还应该把自己从“师道尊严”的神坛上放下来，尊重

学生，和学生平等交流，即做良师又做益友，这样才算得上有一颗爱学

生的心。再说爱国爱岗,这绝不能是一句说辞。教师爱国、爱岗，在思想

上要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要注意过滤思想糟粕；在行动上要注意从细

微处培养爱心，如爱护一草一木、爱护小动物、保护学生的好奇心等。 

教师爱国、爱生、爱岗，都是由爱心引领的。要有爱的思想，还要

有爱的行动。爱是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培养的。培养自己的爱心是

师德自我修养的着力点。自省、自警、感悟、反思、审视等都是自我修

炼爱心的途径。 

2 用责任促进师德修养 

教师的责任分两个方面，分别是对学生学习成绩负责和对学生行为

品德负责。无论是抓学生学习成绩还是行为品德，都需要长期坚持，付

出极大的耐心。当老师要耐得寂寞、学会坚守，要能几十年如一日精心

准备每一堂课、对待每一个学生。要在繁琐复杂的工作中培养耐心，用

耐心培育责任心，用爱心强化耐心和责任心。 

2.1 修养责任心的行动之一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负责 

小学老师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责任是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好习

惯。中学老师对学业成绩的责任不仅要关注知识内容传授，还要善于引

导学生独立思考，自我成长。 

2.2 修养责任心的行动之二是对学生品德的教育 

对学生品德修养的教育可以说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这是

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作为老师，不论是否担任班主任，都有责任对学

生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负责、品德修养的教育是教

师 起码的责任，对这两方面的责任心能强化整个工作的责任心，能起

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有责任心的教师一定是爱岗敬业的老师。所以，爱

和责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需要说明一点，这里的爱心不象家长养护

性的爱心，而是爱事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教育特点的爱。作为中小

学老师，要从修炼耐心、责任心、爱心出发去促进师德修养的进一步提

高。 

3 用服务强化师德修养 

师德要求的内容中虽没有“诲人不倦”的字眼，但师德修养不能没

有“诲人不倦”的思想和行为，具体到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诲人不

倦”实际就是为学生、家长、社会提供服务，这就是新时代的“教育服

务”的观念。有的教师把教育看成是师之惠泽，把“诲人不倦”狭义地

定格在对人的教诲上。更有甚者，对学生尤其是犯错误的学生趾高气扬，

对家长颐指气使，存在谩骂学生、指责家长、埋怨社会的现象。还有的

教师，认为学生应该无条件膜拜、景仰老师，没有教育即服务的观点。

我们要摒弃“师道尊严”那一套不和时宜的陈旧观念，把教育服务观点

注入“诲人不倦”的内涵中，从“诲人不倦”上来强化自己的师德，做

到“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为家长服务，为社会服务。 

3.1 为学生服务 

为学生服务先从了解学生开始，包括对学生的身体、家庭、知识基

础、学习成绩、兴趣爱好、性格气质、交友情况、喜怒哀乐等方面全面

了解。这是做好教育工作、避免教育盲点以及因材施教的前提，也是关

爱学生、爱岗敬业强化师德修养的实际行动。其次，为学生服务要做到

全面、公平地关怀体贴每一个学生，包括学习好的，学习一般的，更包

括学习差的，这是鉴别师德修养水平的标尺。再次，为学生服务，就要

尊重学生。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师德修养的高低与是否尊重学生成比例。

第四，为学生服务就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家长负责、对党和人民的教

育事业负责。作为一个教师，我们有责任引领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我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7 

们有责任引领他们张开理想的风帆。这就要求老师要全心全意服务于学

生，这种服务是老师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智去完成的高级服务，不是物质

的给予，而是精神的涵养。不仅是解决学生当时的苦与乐，而是服务于

学生未来发展。 

3.2 服务家长 

教师是家长的天然盟友，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为家长服务的工作。

第一，构建家校互动平台。家长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特别是对于学生的在校表现与管理，我们既要让家长知情，更需要家长

的支持与配合。可以通过校讯通、家长会、发信函、走访、电话联系、

组建班级微信群、QQ 群等方式，让家长知道学生的在校表现和学校的发

展情况。第二，为家长教育孩子当好参谋。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让家长棘手。孩子沉湎于手机，喜欢游戏和视频、

出现厌学情绪、拒绝与家长交流等等，这些让望子成龙的家长措手不及

并痛苦不堪。作为教师有义务帮助家长教育孩子出谋划策，尤其当家长

面对孩子无所适从时，老师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3.3 服务社会 

教师以教书育人，培养能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人才为第一要务。

因此，教师必须顺应社会需求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我们不能脱离社会、

脱离实际，脱离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搞教育。同时，作为一名新时期合格

的教师，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之外，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直

接为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其次，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技能，必须要

与时代发展契合，要与时俱进，这就需要教师走出学校，通过服务社会

的过程，了解社会、参与社会、融入社会，这样才能更好地将理论与实

践结合起来，在教育工作中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4 用终身学习加强师德修养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的今天,教师的教育理念、学识

水平和教学技能,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已

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需求,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和新的

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育技术,不断更新与丰富自己的知识

面，就需要教师不断学习，确立终身学习的思想。教师的终身学习不仅

指学习的时间要伴随整个教育生涯，也包括学习要不懈怠、不间断、不

停滞。学习是教师加强师德修养的重要途径。教师的学习要注重以下三

个方面。第一，学习做人。教师做人品格犹如一面无声的旗帜,时时刻刻

感召着学生,是教师育人的基石。只有树立终身学习做人的思想，才能不

辜负“身正为范”的称号。在教师的为人品格内涵中,除了那些 基本的、

恒久的,如敬业奉献、严谨求实、为人师表、自省其身的传统为师之道之

外,更需要有能跟上时代发展的品格，因为教书育人包含着太多的时代要

求。加之教师面对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学生,他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

环境中,接受千差万别的信息，又处于极富变化的年龄段,每一个班级的

学生，每一届学生大有不同，千篇一律的说教根本不可能打动他们。这

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通过学习，丰富自己深厚的人格

魅力，用人格培育人格。第二，学习专业知识。以前人们常说,教师要给

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这“一桶水”就是学生真正能够得到“一

碗水”的保证。从专业知识来讲,教师对教材中的知识内容的掌握必然比

学生要多、要深、要广,并且更为熟练和精通,但任何学科都是在不断发

展的,而教材上的内容却是固定的,且总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局限于教

材的“水”仅是一桶死水。在新课改的今天，教师要能担当起“学高为

师”之名，就要用 新的科研成果来支撑教学,提高教学水平,使自己的

这桶水成为常新的活水。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教师的教学并非是单纯为了

进行知识的传递,而是以知识传递为手段，培养能够服务社会、具有持续

发展能力的人,因此,要尽“教书育人”之责，就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把

学习重视起来。第三，学习教学方法。教师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

业,并不是有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就一定能够当好教师。教育工作的特殊性

要求教师既是学科方面的专家,又是学科教育方面的专家。因此教师专业

化的实现和教学艺术的提升就成为教师业务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

是在学习型社会,更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教学方法的终身学习,

就是要改进传统的教学观念与方法的同时,不断接受和运用符合时代特

点的教育发展观及教学方法。 

5 用幸福教育理念成就师德修养 

幸福是可以培养的，这就是幸福教育的理念。提高师德修养只靠简

单的说教、行政部门的强行推进是不行的。我认为幸福教育的理念不仅

对培养学生有利，对成就师德自我修养也有力。教师要通过自我教育，

自我反思，逐步确立幸福教育理念。就目前来讲，教师行业具有工作稳

定、收入可靠、未来可期、社会认可度高、“桃李满天下”等职业特点。

但就社会认可度而言，国家重视教育、社会尊重教师、学生崇拜老师。

从古到今，人们给教师那么多的头衔和光环，如“先生”、“一日为师终

身为父”、“人类灵魂工程师”、“太阳底下 关辉的职业”、“人梯”、“春

雨”、“春蚕”、“蜡烛”、“孺子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看一

看这些光环，不论哪一个都是多么的光鲜亮丽，想一想都觉得无比自豪

和幸福！任何一个头衔落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幸福的，更何况这些头衔都

是给我们的。个别老师对上面这么多幸福的事视而不见，是因为没有树

立幸福教育理念，树立了幸福教育的理念就相当有了发现幸福的眼睛。

作为教师，我们要客观地承认，世上既轻松薪酬还高的工作实在太少，

所有的人都有工作上的艰辛，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幸福教育不仅是一

个理念，也是一种精神境界，还是一种人生态度。它对播幸福之种，育

幸福之苗有利，对巩固和加强师德修养很有力！ 

教师的职业是平凡而伟大的职业，师德的力量对学生来说是深远而

持久的，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这

种作用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都不能代替的。

作为教师，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对你的选择情有独钟，因为三心

二意也没用，钟情于教育，就要让师德与你同行，因为有好师德才能有

好教师，有好教师就能造就好学生，有好学生就有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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