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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在师德建设中的价值解读 ①

向立志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 海口５７１１２７）

摘　要：师德建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高尚的师德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受
益终生的。师德建设与教师、学校、学生以及教育事业相互关联，师德建设决定着教育改革发展的成败，可以通过良心、

爱心、事业心的建设保证师德建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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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德”是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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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调节和处理人与他人、社会、集体和职业工作关

系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在这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

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品质［１］。我国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修订
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
了《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规范在具体内容上

得到了充实，对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笔者认为，师德规范只是师德成长的外在标准，师德成长

本质上是教师的自我修养［２］，需要教师经常进行自我反

思、自我剖析、自我提高。

１　良心是师德的基础
教育是一项良心工作。我们可以把教师作为人少资

源加以分析。教师的人力资源大小和他们的人力资源使

用效率高低的决定因素很多：学问深可以更好的提高学

生的水平，爱心多可以让学生受到更多的呵护；传统师道

尊严的观念很容易使师生产生隔膜，现代化的师生人格

平等的观念可以在教学中凸显学生主体的地位；“以生为

本”的正确的思想可以让学校变成学生发展的福地，而

“以校为本”或“以师为本”则很容易把学校老师变成学生

成长中的绝对权威压抑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

养。另外，性格温和的老师很容易受到学生的喜爱，性格

粗暴的老师即使是水平很高也可能使他的教学质量打折

扣，有时候很可能遇上学生因为不喜欢这种老师而给他

的质量以较低的评价。教师的态度或者说道德水平的高

低也决定着他的人力资源使用的效率或者是在某些方面

使用的效率：如果教师能把教书育人当成一种良心事业

来做的话，那么，他就会在工作的过程中充满激情和活

力，自然能全身心甚至不计报酬的投入到工作中，他的教

育教学效果会得到超常发挥，产生极大的增值效应；他对

于工作的敬业、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也会给学生带来正能

量，从而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使学生产生自主的积极向上

的精神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简而言之，教师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性的劳

动除了体力的付出，更多的是精神、智慧和态度的付出与

表现。这种付出当然首先决定于他的存量，但更重要的

还决定于他的吸收量、他的使用量和使用的方向，决定于

他使用时的态度和行为。而态度和行为都取决于教师的

道德良心。所以，教师这一职业不仅仅是一种事业，更是

一种做良心的事业，需要我们端正自己的态度、投入极大

的热情、付出大量的努力来保证教书育人的质量。

２　爱心是师德的彰显
赞可夫说：“当教师必不可少的甚至几乎是最主要的

品质，就是要热爱儿童。”英国教育家罗素指出：“凡是教

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是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

自由地发展。”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虽然生活在

中国饱经忧患的年代，但他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不

屈的精神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中

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

他一生的光辉写照。由此可见，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关

系学生性格的形成，热爱学生也是师德高尚与否的重要

体现。因为孩子的心灵是一块纯洁的镜子，教师的言行

随时随地地照在他们心灵的镜子上，留下抹不去的印记。

教师与学生爱应该是双向互动的，也是最能帮助教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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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幸福、收获成功的。

同样，“师德”是关于教师职业活动与专业行为本身

的规范，属于教师“约定”的“义务”道德，是教师的行为准

则［３］。而教师重要的职能就是育人，尤其是培育具有创

新能力的人。在教学过程中，学习的主体是学生，他们具

有年轻、朝气、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担负社会发

展重任等特点。因此，教师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同样

也最能考验教师的真正实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将自己的爱心以个人魅力、知识修养、情感、意志等多

维途径展示出来，从学生的德、智、体、美等方面进行教育

和引导，给学生创造一种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学习氛

围。所以，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

记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

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这种爱是神圣的。这种爱是教

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

‘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

现了其根本的功能。”其次，要做到热爱自己的学校。学

校为教师教书育人和个人展示提供了场所，需要教师在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做到以校为家，善于为学校着想，并

努力平衡学校和学生、学生家长、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寻

求和谐状态；最后要做到善于与学生家长沟通。学生在

成长过程中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培养，

这就要求教师要经常与学生家长保持沟通，对学生的情

感、认知、行为的情况进行随时跟踪，以保证学生的健康

成长。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地

要求自己，乐于并善于与学生、家长沟通，及时了解学生

的最新动向，并给学生以及时的指导，用爱心引导学生走

正确的人生道路，不断彰显教师的德行。

３　事业心是师德的升华
事业心来源于职业感和责任感，是一种坚定的职业

信念，是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升到伟大事业的高度来

看待追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信自己的选择。作为

教师，具有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是从教、勤教、乐教的基

础和前提，也是爱校、爱生的基础和前提［４］。对岗位的忠

诚、对教育客体的呵护、对教学理论的不断研究和探索是

教师师德的升华和是否拥有事业心的最好体现。第一，

乐业。乐业意味着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喜”“爱”的情

感。真正的教育是发自内心和充满激情的，是享受着工

作的乐趣和幸福感的。这种乐趣和幸福感是职业道德的

源泉，是教师工作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教师善待学生的

根本支撑。第二，创新。教师的展示舞台绝不仅仅限于

三尺讲台，更重要的是三尺讲台之外所做的努力和付出。

因为教师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人

才，不仅要求教师要具有渊博知识，还要具有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为此，教师除了思考怎样设计教学方案、课程

设置等基本问题以外，还应该充实与本学科相关的学科

知识，丰富自身的学术背景，并刻苦钻研教育教学的规

律，以探索更有效的且适合教育客体的教育方法，摸索教

学规律，找到让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路径。只有这样，才

能在爱岗敬业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找到为

人、为学、为师的源动力［５］。这是教师具有创新精神的体

现，也是不断夯实教学功底、提高教学能力、显示个人独

特魅力的保障。师德建设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我们

应认识到“教师”这一身份本身所承载的社会期望，时刻

牢记“率先垂范、为人师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工作

中体现良心、爱心和事业心，从而不断启发自身的道德

自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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