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3月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March2004
第17卷　第1期 Journal of Gansu Economic Management Institute Vol∙17　No∙1

高校师德建设的创新与对策
●

杨 新 华

（西北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师德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要用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武装广大教师头脑�坚定广大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师德规范和评价体系�以此作为教师
的行为准则�指导教师的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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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的职业是一项特殊职业�教师不仅肩负着传播先进文化技术�直接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而且是道德建设上的楷模。教师的素质高低对所培养人才的素质高低有决定性的影
响。要育有德之人�必要有德之师。江泽民同志指出：“希望我们的教师志存高远、爱国敬业；希望我们的
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希望我们的教师严谨笃学、与时俱进。” 这不仅是社会发展对提高教师队伍整体
业务水平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对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针对当前高校师德建设
的特点与难点�宜采取以下对策。
　　一、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将其列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用指导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武装教师头脑。一是引导广大教师抓住
“第一要务”�牢记 “两个务必”�实践 “三个代表”�把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学习延伸到校园政治文化
环境建设中�延伸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延伸到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中。二是引导广大教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师表形象。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在教育活动中�具有
教导性、示范性、权威性的特点。不论教师是否自觉�在给学生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教师所具有的
理想、信念、人生态度、价值取向、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学识学风等�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高尚
的师德就是一部好的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是深刻长远的�受益终身的。三是引导广大教师正确认识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关注国计民生�正确认识国家、学校和个人的基本利益�把个人理想、奋斗
融入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中�融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增强对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学习中要紧密联系改革开
放的伟大实践和教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积极主动地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帮助广大教师正确了解国内
外形势�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党和政
府采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要以 《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为指导�根据 “立足实际�突出重点�标本兼治” 的原则和 “重在教育�重在引导�重在建设”
的指导方针�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使广大教师从
内心深处认识师德建设工作�支持师德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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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师德规范和评价体系
师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教育、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乃至舆论宣传等各

种手段�通过深入的教育和科学的管理�促进教师队伍在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全面提高。高等学校党政领
导要根据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明确要求�制定、
完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引导教师自觉履行 《教师法》规定的职责和义务�自觉遵守 《公民道德
实施纲要》规定的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在政治思想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
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人师表。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关于教书育人工作的制度和政策�明确教
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政策导向。一方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力提倡学术民主�鼓励学术上的不同流
派�不同观点进行交流和讨论；另一方面还要树立高校的阵地意识�要发挥高校的课堂、讲坛在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广大教师用成熟的、正确的理论和观点教
育学生�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的思想文化阵地�严禁在课堂上散布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等违反教学纪律的现象。对师德建设中存在的不良现象要敢于批评教育�严格教育。要建立健全师德、
师风建设的规章制度和评估体系�在师德修养、课堂教学、任课资格、课外指导、学生实习、实验、考试、
考察和考核等各个教学环节都提出明确要求�包括教师在课堂上的仪表、仪态�都逐项落实�一丝不苟。通
过建章立制和监督评价�使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行为有准则�职业有要求�使师德、师风建设与广大
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辐射、渗透到教师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优奖励等各方面�使之
逐步走上经常化和制度化�形成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标本兼治的工作机制。要搞好典型示范�对师德典型�
教书育人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典型�要广泛宣传其模范事迹并大力表彰和给予奖励。通过树立先进典
型�以点带面�达到激励先进�弘扬正气的目的�推动整个师德建设。
　　三、切实关心教师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把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邓小平说：“革命是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
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江泽民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也把 “代表最广
大人民利益” 作为三个代表之一。实践证明�关注人们的物质利益是解决人们思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开
展师德建设�一定要以广大教师的切身利益入手�把解决教师的困难当作工作的第一要求�真心真意为教
师办实事。只有贴近教师的思想脉搏�帮助教师解决现实的问题�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才能使广大教师自觉认识到切身利益是与改革密切相联的�从而把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奋斗结合起来；
把关心自身的物质利益与奉献精神结合起来�把本职工作做好�在更高的层次上支持改革�参与改革。高
校组织、宣传、工会等部门�要定期深入到广大教师之中开展调研活动�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认真
听取他们意见、建议和呼声；高校党政领导�要坚持实行领导接待日制度�开设校长信箱、校长 “热线”�
多渠道地了解教师的所思所想�切实关心教师的疾苦�真正把温暖送到教师心坎中。
　　四、不断挖掘网络功能�努力推进师德建设工作进入网络

当今时代�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性、交互性、广泛性、虚拟性、即时性以及方便快捷、资源丰富
等特点。高校在师德、师风的创新上要深入挖掘网络的教育功能�扎实构建网络教育园地�培养网络道德�
建设网络文化�要运用网络互动教育的优势�进一步拓宽教师与学校�学生与教师的交流渠道�使教师的
意见能及时反馈给学校�学校的意见也能及时让广大教师了解�同时�学校及时发布一些有关重大事件、
突发事件的信息�增强办学的透明度�更好地把有效的传统做法和取向互动的网络教育结合起来�不失时
机地将高校师德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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