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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理论和实践都不能不关涉教师职业道德问题。
而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转换等问题是我国当前教师教育、教师伦理等研究领
域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本书是本人承担的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重大项目“师德现状与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04JJD880002）的最终研究成果。
由于对于课题意义的高度认可，课题立项（2004年）后，课题组十分认真地开展了文献检索、比较研
究、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工作，于2006年完成实证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于2007年完成各
专题研究报告。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就是全体课题组成员三年多的心血。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国内教师道德及其建设研究整体滞后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基本达到了预期研
究目标，而且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我们认为，本研究的主要特色是：第一，关于教师“职业道德”应当向“专业道德”转换、教师
专业道德建设应当考虑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等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成果除在国内发表之外，
还曾经在国际德育学会（AME）年会（Friourg，2006）、澳门大学“教师人格发展与品格建构”专题
论坛（2006）等场合宣讲，获得过许多国内外同行的肯定。
第二，关于师德建设中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大陆地区的师德现状，如何解决师德建设中的制度、规范、
评价问题，如何理解和处理媒体中的教师道德形象及其影响等师德建设最突出的现实问题，我们也基
于自己的研究作出了积极、正面和富有建设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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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新师德：师德现状与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研究》讲述了：关于教师“职业道德”应当向“专
业道德”转换、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应当考虑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等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大陆地区的师德现状？
如何解决师德建设中的制度、规范、评价问题？
如何理解和处理媒体中教师道德形象及其影响等师德建设最突出的现实问题？
本研究采取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紧密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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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七、师德评价与导向八、师德建设的制度与途径九、教师发展与师德建设附1 学生调查问卷附2 教师
调查问卷附3 家长调查问卷附4 访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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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篇　调查报告　　前言　关于师德现状与师德建设调查的说明　　二、相关概念的深度解释
——道德、教师道德与教师职业道德　　“教师职业道德”，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处于中心位置
的是“道德”一词，“道德，，依附的对象是教师职业。
做这种语词分析的目的在于表明师德这一简称指代教师职业的道德，而非教师的道德。
弄清楚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人们谈论的是教师职业道德，但却无时
无刻不是在拿“教师道德”说事，不仅造成师德建设力不从心，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也使得
很多教师谈“德’’色变，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立场和内容产生困惑乃至抵触情绪，损害了教师对职业
的基本判断和信心。
因此，有必要对师德的一些相关概念做一个区分和说明。
　　在人们的认识中，道德通常指的是个人按照一定的规矩和规范长期身体力行后在内心有所得的东
西，认为“发明本心”、“致其良知”就是道德。
然而中国社会的道德并不仅仅指向内心，其产生、使用和发展始终遵循着两条路线：一条强调道德成
为社会的意识形式和行为规范，如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一条强调道德旨在提升个人的品性修为
。
这就是说道德除了诉求指向自身的“反身内省”，还谋求指向社会的“道德立法”。
与西方的道德内涵相比较，这两条路线让中国社会的“道德”一词兼顾了西方社会的道德和伦理。
虽然中国自古也有“伦理”一说，但基本限于书面语的使用之中。
西方社会中的“道德是指个体品性，是个人的主观修养与探索，是主观法；伦理是指客观的伦理关系
，是客观法”。
概而言之，西方的伦理是从社会的角度提出的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伦理的根源产生于社
会利益冲突；道德是从个体的角度身体力行，行伦理规范而后有所得，道德的根源在于人心。
如此不难看出，中国的道德≈西方的伦理＋道德。
也正因为此，我们常常在各种场合使用“道德”，而很少提到“伦理”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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