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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发展师德
———中小学师德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陆 道 坤,李 雨 朦
(江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

摘要:师德活动是师德规范与教师教育实践的“结合体”,体现了师德的“实践性”特征。其基本逻辑是

将师德制度全面渗透到常态化和主题式的活动中,通过对师德“主体性”的激发,推动教师开展基于师德活动

的实践反思,以此帮助教师发展师德。师德活动从形式上看,可以分为:“榜样同行”的师德对话活动,闪烁着

师德尊严与光辉的师德仪式活动,以“师德问题求解”为核心的师德研修活动,“关怀备至”的师德发展支持性

活动,等等。为保证师德活动能够科学有效地开展,必须建立完善的承托机制,即构建师德共同体、建立系统

的师德活动制度与机制、建设立体化的师德活动资源平台与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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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德建设①重在促进教师将道德要求“内
化”。贴近教师教育生活常态化的师德活动,
是将师德规范融入师德实践中,使“学”与“用”
紧密结合,帮助教师把师德规范“内化”为个人

行为的有效方式。虽然近些年来很多组织也

曾对师德活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但由

于师德活动的设计缺乏系统性,导致活动的开

展缺乏常态化。另外,由于师德活动往往存在

着形式化、运动化的弊病,导致其实施效果也

难以达到预期。因此,基于系统化和常态化原

则开展师德活动,是推动中小学教师师德发展

的重要途径。

一、师德活动的设计原理与逻辑

中小学师德活动的设计与实施,首要必须

解决原理与逻辑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达到

设计科学、实施顺畅、效果凸显的理想状态。

这就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谁”来设计与

实施的问题,即设计与实施的主体及主体间的

关系如何;“为何”设计与实施的问题,即开展

师德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设计与实施的

问题,即师德活动设计的依据、起点、内容、过

程管理、评价,以及师德活动与师德建设之间

的关系等是怎样的。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关

系着师德活动能否被科学设计和有效实施。

(一)“谁”的问题———师德活动主体以及

主体间的关系

必须明确的是,师德发展并不仅仅是教师

的“个人之事”。从师德发展过程以及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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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认为,师德建设是一种组织行为,侧重外在推动,其主体为各级各类组织(如教育管理部门、学校等);师德发展是一种

个体行为,专指主体的师德意识、能力的发展,其主体是教师。师德建设和师德发展虽是两种行为,但彼此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因此,

本研究将二者并列,以表达师德发展中的组织支持与师德建设中的主体发展相统一的观点。



象来看,师德建设所涉的主体众多,有学校、教
师共同体、教师、学生以及教育管理者等。因

此,在师德活动中必须明确几点。
首先,“谁”来设计与管理师德活动。师德

活动必须立足于学校,而学校管理团队则需要

在师德活动的设计和管理中承担应有的责任

和义务。在中小学学校层面的师德活动中,学
校师德管理团队还必须与上级教育管理部门、
师德师风专家、学校教师开展合作,承担起开

展师德活动的职责。其次,“谁”是师德活动的

主角。毫无疑问,作为师德发展的主体,教师

个体在师德活动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他
们积极参与师德活动并在活动中充分领会师

德精神和理解师德规范要求,不断提升自己的

师德素养和师德品位。师德发展最终必然要

体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直接受益者是学生,
因而学生无疑是师德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监督

者和配合者。在整个师德活动中,教师共同体

如学科组、教研组、年级组、党支部以及名师工

作室等,往往承担着组织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在师德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谁”来
协调师德活动主体间的关系。针对这一问题,
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作为自上而下的

外在推动力是必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加强师

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教师法》《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对

作为师德活动主体的教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因此,师德活动的管理层和主体之间是相互促

进的关系,中小学校师德活动的开展既需要国

家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引导,也需要学校相关管

理层的设计,更需要作为师德活动重要主体的

教师有所作为。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发挥“自
觉”能动性。

目前,师德建设突出的问题就是师德活动

思维的“一维性”[2]。某些中小学师德活动的管

理者过度强调自身的主导权,并没有考虑师德

活动主体的实际特点,只是机械照搬和复制其

他地方的师德活动模式,这样必然会导致某些

师德活动主体对管理层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从师德活动的内在规律来看,具有实效的师德

活动应是管理设计者与师德活动主体共同产

生的行动“自觉”。
(二)“为何”的问题———师德活动与师德

建设的内在关系

师德活动是基于教师的教育生活而开展

的、全面渗透师德精神和深入贯彻师德规范的

多样化活动,其功能在于转换师德建设的“推
动模式”,即采用组织推动而非教师主动的方

式实现各主体的“总动员”,借助师德活动“盘
活”整个师德建设体系。

首先,师德活动是师德规范与师德实践的

“结合体”。师德活动应以师德制度与师德规

范为基本依据,推动师德由“被动发展模式”向
“主动发展模式”转变。通过依托多样化和具

有灵活适应性的主题活动,激发师德主体的积

极性与创造性,提升参与者对师德规范的理解

与运用能力、师德问题解决能力、师德实践能

力,进而实现师德素养的科学提升。因此,科
学的师德活动具有凸显时效性与针对性、凸显

常态化和连续性、凸显对师德发展各维度关注

的持续性等特点。其次,以活动的方式实现师

德相关主体的“总动员”,使师德发展由“个人

之事”向“众人之事”转化。师德修炼虽是教师

的个人之事,但师德发展的受益者却不仅仅是

教师个人,还包括学校、教师共同体、教师、学
校管理者、家长、学生等。因此,师德发展是

“众人之事”。师德活动能够充分激发相关主

体的积极性,使师德的相关主体都在活动中

“动起来”。这些“动”起来的主体成为师德发

展的支持者、监督者,并不断发挥积极作用,进
而形成“合力”。最后,以师德活动之“点”盘活

师德建设的“面”。师德要经过实践的“浸润”
才能发展起来,因此借助师德活动能够盘活整

个学校的师德建设体系,将师德发展与教师教

育生活无缝对接,并且基于专业实践的道德发

展要求,解决师德发展和专业实践“两张皮”的
问题,使师德发展回归“本位”。为此,师德活

动要坚持以围绕实践、指向实践、解决实践问

题为导向的宗旨。
(三)“如何”的问题———师德活动的“常态

化”“系列化”
师德发展离不开“常态化”“系列化”的师

德活动。唯有“常态化”的师德活动,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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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规范持续向教师的精神世界和教育生活

渗透;唯有“系列化”的师德活动,才能保证师

德规范易于被教师所领会、掌握与运用。
首先,设计“系列化”的师德活动。作为师

德活动主体的学校管理层要立足学校师德发

展实际,兼顾师德热点和难点问题,并依据师

德发展的各个维度来科学设计活动主题。另

外,学校管理层在设计师德活动时,还要重点

关注师德失范现象。其次,推动“常态化”的师

德活动。“常态化”的师德活动可以让师德精

神在教师的教育生活中流淌。师德活动的常

态化,目的在于保持师德规范和师德精神对教

师教学生活的“渗透”,以提升师德建设的效

能。因此,师德活动必须立足教育教学常规,
依托教师共同体平台,凸显多样化、主题式等

特征。只有这样,师德活动才能发挥“聚焦”和
“深化”的作用,帮助教师有效提升对师德制度

和师德规范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最后,建立体

现“痕迹化+全方位性”的评价机制。为了提

升教师的参与度与投入度并充分发挥师德活

动促进师德发展的效能,一方面,要凸显评价

的“痕迹化”,即将教师参与师德活动的记录以

及教师在师德活动中形成的反思文档等都纳

入教师发展档案管理;另一方面,要凸显评价

的“全方位性”,即将师德活动中的同伴互评、
教师自评、专家评价结合起来,对教师的师德

活动表现进行综合评定,以此提升师德活动的

效能。

二、师德活动的类型及具体实施

常态化、主题化、多样化的师德活动,无疑

能够催生师德发展的内在动力,激发教师主体

的积极性,帮助教师主动将师德规范融入到师

德实践当中。师德活动能提升教师基于师德

实践的“获得感”,帮助教师树立师德发展的自

信,同时,师德的发展还能促进教师的评价与

反思,帮助教师提升精神境界。
(一)师德对话活动———与榜样同行[3]

与师德典范对话,是教师获取师德经验与

智慧、提升自身品位、丰富自身精神世界的重

要手段。开展与师德榜样对话的活动,需要从

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与典范“对话”,可以汲取师德经验

与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作出了明确规定[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要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5]。因此,树立师德典范是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的重要手段。师德典范主要由“师德

楷模”和“师德典范行为”共同构成。所谓“师
德楷模”,是“一辈子做好事”的教师[6](更确切

地说,是长期积极践行师德要求的教师),其思

想与行为处处闪烁着师德的光芒。这种典范

并不多,是师德建设的宝贵财富。所谓“师德

典范行为”,专指具有示范、表率作用的师德行

为或者事件,其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师德财富。
与典范“对话”,实际上就是与“师德楷模”以及

“师德典范行为”的“当事人”进行对话。“对话”
围绕师德感悟、经验和典范性事件与行为展

开,意在帮助发起对话的普通教师深入挖掘师

德楷模 及 其 师 德 典 范 行 为 的 经 验、思 维、智
慧等[7]。

第二,通过案例研究,开启“对话”,引导教

师进行师德反思。师德案例分为两种:正面的

师德典范案例(如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师德建设

优秀工作案例)与负面的师德失范案例。正面

的师德典范案例往往是经过各地各校推荐、资
格审核、专家评审产生[8]。普通教师能够在与

案例的“对话”中,深刻体悟师德精神并汲取宝

贵的经验,获得情感认同,再通过自我反省和

总结师德案例当事人的内在思想与行为逻辑,
提升自身师德素养和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模

式、方法。
第三,在专家指导下,教师深入地挖掘案

例的“营养”。教师可以按照专家的指导,沿着

“案例解读—提出质疑—开展假设—代入本人

(进入案例场景之中)—深入反思”路径,获取

师德经验与智慧。研究师德失范案例,教师可

以通过对案例产生的原因、事件过程、结果等

方面进行分析,与案例“对话”并反思自身,进
而提升师德自律水平。

(二)师德仪式活动———体悟师德尊严与

荣誉

仪式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9],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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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师相关的教育仪式活动对于激发教师的

荣誉感、尊严感,培育良好的师德情操,提升师

德素养,营造良好的师德文化氛围,无疑具有

重要作用。
第一,基于学校节日仪式,开展师德活动。

可选取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节日,如国庆

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以及中小学固

定的活动,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庆仪式、
运动会等。这种仪式活动的特点是影响面大、
仪式感强、教育内涵丰富,因而有利于彰显师

德精神。具体而言,学校可以在仪式活动中推

出本校师德典范人物或师德典范事件,营造弘

扬师德、热爱教育的氛围。当然,学校也可以

设立一些常规仪式,如每周的升旗仪式、国旗

下的讲话等,让教师参与进来。值得注意的

是,在仪式活动中可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放大师

德仪式活动的影响力,进而提升教师道德荣

誉感。
第二,创设教师专属仪式,丰富师德活动。

作为教师专属节日的教师节,目前并未能充分

发挥其师德建设功能。因此,要从师德活动角

度考虑,充分挖掘教师节的师德内涵,创设师

德仪式活动。此外,还要结合“师德宣誓仪式”
“最美教师评选与颁奖仪式”“感动学校的师德

人物颁奖仪式”“师德主题日”“师德标兵日”等
仪式活动,丰富师德仪式的内涵,吸引教师参

与。此外,师德活动要体现校本特色。学校还

应该充分挖掘校内外师德仪式活动资源、拓展

校本师德仪式活动范围,创设具有校本特色的

师德活动,如基于“祭孔”“祭孟”仪式开展师德

活动等。
第三,围绕教师发展,创设和开展师德活

动。在教师职业发展历程中,遇到具有标志性

的阶段时,开展师德活动,这无疑有利于提升

师德教育价值。例如:在入职仪式中,新教师

的宣誓与承诺(签订承诺书)、老教师的师德行

为展示、新老教师结对等活动内容,必然会激

发新教师的道德荣誉感和使命感;在教师职称

晋升仪式、荣誉授予仪式中,师德精神的渗透,
必然会激发荣誉获得者本人的师德责任感,也
会对教师群体产生道德示范与激励作用。

(三)师德研修活动———在问题求解中发

展师德

师德发展的核心在于师德精神的熔铸和

师德素养的培育(隐性的存在),而师德能力的

形成或师德问题的解决(显性的存在)是师德

发展的关键。师德研修活动,是聚焦师德能力

发展的研讨活动,意在充分激发师德发展的主

动性,帮助教师提升对师德问题的认识、分析

和解决能力。
第一,开展主题式师德研修活动。主题式

师德研修活动,主要围绕师德实践中的重要问

题、疑难问题、常见问题、新问题,通过专家诊

断、集体研讨、“头脑风暴”等方式,探究其产生

的原因,寻求破解之道。对师德问题采取主题

式研修方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它让参

与者在深度参与的过程中,接受系统的师德教

育,提升了参与者对师德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能

力。主题式师德研修要凸显常态化特征,突出

对重点问题、常见问题、新问题的关注。
第二,开展工作坊式师德研修活动。建立

“教师工作坊”[10],开展师德问题研修,是师德

发展的重要路径。“教师工作坊”可以依托学

校的教师发展办公室、年级组、教研室、备课

组、名师工作室等实体,也可以依托党支部、工
会等组织以及课题组等平台开展师德活动,采
取年初规划主题及推进计划、每周固定时间开

展师德研修活动的方式,邀请新教师、老教师、
学校管理人员以及校外专家等人员参与,既可

以围绕预设的主题开展研讨,也可以围绕师德

新规、师德新气象等展开研讨。
第三,开展“情境式”师德问题解决活动。

将“教学情景剧”模式引入师德活动中[11],通过

师德情境创设,引导教师“进入”师德问题场

景,以“当局者”身份开展师德实践,并在事后

对“情境中”的师德行为进行评价,分析自身师

德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而反思求解。
(四)师德支持性活动———师德主体发展

的重要保障

师德建设要能科学、高效地开展,需要来

自多方面的支持。
第一,党建引领师德,为师德活动的开展

提供支持。基层党组织在师德建设中起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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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方向的重要作用,师德活动的设计、实施都

需要在基层党组织的指导下开展。党建引领

师德活动,就是要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师德活

动的“总引擎”,通过党建活动将党员教师培养

成为师德活动的“领头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

师德活动中的引领作用,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廉洁从教、敬业爱岗等。
第二,开展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为师德活

动提供支持。当前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中小学

教师对国家、社会等外部世界应履行的师德规

范和原则,却较少关注教师个体内心可能产生

的失衡与冲突[12]。有研究指出,保证教师心理

健康,是师德师风建设的应有之义[13]。因此,
教师心理健康,本身就是对师德活动的支持。
教师心理健康支持活动应包括主动的心理健

康支持活动与被动的心理咨询服务活动。其

中,主动的心理健康支持活动可以是面向教师

群体的心理健康讲座、心理援助等活动。定期

开展常见心理问题的讲座,帮助教师对心理问

题树立科学的认知,并开展有效预防。心理援

助主要是就某些可能会引发教师群体心理问

题的恶性事件,为教师提供心理支持,如弑师

案、教师伤害案以及其他一些对教师明显不公

平的事件等。另外,还应开展针对教师个体的

心理支持活动,当教师个体面临重大变故时,
或者与同事、学生家长发生冲突时,提供及时

的心理支持与疏导。
第三,开展师德咨询服务,为师德活动提

供支持。为教师提供师德发展咨询服务,帮助

教师实时解决师德实践中的困惑,是师德建设

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设立师德发展办公

室,聘请专职或兼职师德顾问,帮助教师解决

师德实践中的问题或困惑,尤其是为教师个人

提供师德发展实践指导或个性化方案,将有助

于师德水平的提升。

三、师德活动的组织载体及支持体系

师德活动科学和高效地开展,不仅需要来

自各方面主体的支持,同时还需要组织支持、
制度支持、资源支持。因此,围绕师德活动的

设计与实施,建立组织载体、资源平台和制度

与机制体系就成为一项重要而基础性的工作。

(一)师德共同体:师德活动的组织载体

师德活动的开展必须依托于学校教育教

学组织和区域性教师专业发展组织。
第一,建立师德活动设计与管理组织。师

德活动的设计与实施,需要由一个相对独立的

组织来负责。当前形势下中小学校长作为师

德建设的核心领导者,有研究者认为校长要在

师德活动建设中发挥“道德领导”的作用[14]。
“道德领导”是校长及其他行政人员都应当追

求的价值取向,能够在帮助教师实现自我管理

的同时,将学校从一个组织转变为一个共同

体。因而,构建以中小学校长为领导者、以学

校管理团队为主体、以师德师风专家和学校教

师代表共同参与的师德活动管理体系,是一项

基础性工作。为保证这一工作落到实处,还必

须有常设性机构与其对应,如师德发展办公室

或者教师发展办公室等。
第二,建立常设性师德共同体。这种共同

体的核心特征是专业性和常设性,如师德实践

基地、师德沙龙、师德工作坊,甚至是依托网络

的师德互动平台。此外,丰富教学共同体内

涵,使其承担师德建设功能,并进一步挖掘教

研组、名师工作室、年级组、学科组等师德功

能,使其成为师德活动的重要载体。
第三,依托党建建立师德互助共同体[15]。

如前所述,基层党支部本身就具有师德建设功

能,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其在师德活动设计与实

施过程中的支持性功能,以及在师德建设方面

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基于这一共同体,充分发

挥党员教师在师德上的示范效应,发挥党员教

师对非党员教师在师德发展中的帮助和支持

作用。
第四,依托班级开展师生“道德共育”。班

级是学生德育的载体,也是教师专业活动的重

要平台,这也决定了可以借助班级这一德育载

体开展师生“道德共育”活动[16]。
(二)制度与机制:师德活动的支持体系

师德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制度与机制

支持体系的构建。在这一体系中,除直接相关

的师德建设管理体系(含师德活动制度体系)
外,还包括教师发展与评价制度与机制、教师

研修制度与机制、教育研究制度与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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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扩大教师发展与评价制度机制中的

“师德”功能。建立师德档案袋,将其作为教师

发展档案的一部分,主要记录教师在师德活动

中的表现、成果以及相关评价。
第二,将师德活动研究与教育研究相结

合,破解二者“两张皮”的困局。基础教育的科

学研究,大多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师德产生关

联,而放大(或挖掘)这种关联,对于教育研究

和师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教育研究与师

德活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教育研究

能为师德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从
而进一步促进中小学师德活动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另一方面,科学有效的师德活动也能为

教育研究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将聚焦教育

教学活动的科学研究与聚焦师德活动的研究

结合起来,使二者产生有机关联,可以改变教

育教学活动的研究与师德实践研究相脱节的

现状。
(三)资源平台:师德活动的保障

师德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多重保障:学
校是师德活动最为重要的依托平台,学校管理

体系的支持,是师德活动顺利开展的组织保

障;围绕师德活动需求而建立的课程体系、培
训体系以及专家团队,是师德活动顺利开展的

资源保障;为教师提供关怀服务和心理咨询服

务,是师德活动顺利开展的动力保障。
第一,学校管理体系是师德活动顺利开展

的组织保障。学校管理体系必须在活动的时

间、空间(场所)、人力(教师组织与管理)等方

面提供支持,以保证师德活动的有序开展。此

外,学校还需要建立科学的师德培训体系,为
师德活动所涉主体提供相关培训,这是师德活

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为了提升培训效果,
学校应加强师德活动的组织、管理、评价与优

化等工作。
第二,为教师提供关怀与心理咨询服务是

师德活动顺利开展的动力保障。发挥党组织、
学校领导群体、年级组、心理咨询室的作用,为
教师提供心理“保健”服务,使教师乐于、勤于

参加师德活动。其中,有条件的学校应设立专

职咨询师和专门的教师心理咨询室,定期为教

师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教师积极参与师德活

动提供动力支持;对教师在教育教学、家庭生

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教师共同体还应给予关

注并积极施与援手———这种关怀应该成为学

校管理的“常规”。
第三,带动教育工会,使其成为师德活动

的参与者。教育工会要承担部分师德建设的

职能,即“弘扬师德”[17]。教育工会要在教育实

践中成为“师德师风”建设的倡导者,并不能将

师德建设的工作浮于表面,而要深入师德生活

之中。因而,将工会活动与师德活动结合起

来,既有助于发挥工会在师德建设上的作用,
又有助于丰富师德活动的形式与内涵。

第四,建设资料库,开展常态化师德活动。
长期、持续地开展师德活动,建立完善的资料

库,是非常必要的。体系化的资料库需要分

层、分类和动态化的建设。其中,分层、分类的

建设,是指立足师德的不同维度、不同主题并

结合师德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建立资料库,以适

应开展不同主题和模式的师德活动之所需。
动态化的资料库建设,是指既要将已有的成功

师德活动痕迹化,又要不断引入新材料、新做

法,并 在 系 统 地 梳 理 中 实 现 内 部 结 构 的 科

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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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TeacherEthicsinActivities:On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
TeacherEthicsActivities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LUDaokun,LIYumeng
(SchoolofTeacherEducation,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212013,China)

Abstract:Teacherethicsactivitiesarethe“combination”ofteacherethicssystemandteacherseduca-
tionandteachingpractice,whichembodiesthe‘practical’characteristicsofteacherethics.Itsbasic
logicistofullyinfiltratethesystemofteacherethicsintothenormalizedandthematicactivities.
Teacherethicsactivitieswouldpromptteacherstoreflectontheirteachingbehavioranddeveloptheir
ethicslevelbystimulatingthe‘subjectivity’ofteacherethicsdevelopment,whichcouldbedivided
intofollowingforms:a)“keepingupwiththemodel”teacherethicsactivity,b)ritualsinschool
whichcontainsmoralteacherethics,c)teacherethicsresearchactivitieswith"teacherethicsproblem
solving"asthecore,d)activitiesthatsupport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teacherethics.Inorder
toensuretheeffectiveandscientificdevelopmentofteacherethics,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sound
supportingmechanism-teacherethicscommunity,asystematicteacherethicsactivitiessystemand
mechanism,andathree-dimensionalresourceandsupportsystemofteacherethicsactivities.
Keywords:teacherethics;activities;community;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subjectivity;design
and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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