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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创新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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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师风水平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和国家民族未来。论文阐述了新时代加强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价值，包括引领政治方向、推动高校全面发展、支撑教育改革等。同时，指出当前面临的

挑战，如社会期望与教师实际素质不匹配、机制体系不完善、教师自我认知与行为规范存在冲突等。论文提出新时

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核心议题是与学校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涵盖界定融合边界、探索融合路径、确保融合成

效等方面。还论述了师德师风建设的践行策略，从思想领航、业务协同、教学科研、人才培育等角度阐述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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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tyl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thics and style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leading political directio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supporting educational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such as the mismatch between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the actual 
quality	of	teachers,	the	imperfect	mechanism	system,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eachers’	self-awareness	and	behavioral	norms.	
The core issu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thics and style in the new era is to deeply integrate with the central 
work of the school, covering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integration, exploring integration paths, and ensuring integration 
effectiveness.	It	also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ethics	and	style,	elaborating	on	specific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business collabor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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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师风水平对人才培养质量

起直接决定作用，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兴国必先强师，强师应以立德

为先”，在教育转型关键期，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

综合素质与能力，是深化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强国梦的关键

战略。新时代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有助于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政策，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为师资队伍建设

打基础，培养更多新时代优秀人才。

1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价值

1.1 引领政治方向的必然要求
正确的政治立场是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基础。高

校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必须

具备鲜明的政治性、深刻的思想性和极强的理论性。这既是

教育内在需求，也是时代使命。鲜明的政治性可让教师于复

杂社会思潮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向学生传递契合国家和社

会发展需求的价值观；深刻的思想性利于教师深刻领会教育

本质意义，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思考能力与价值观而非仅传

授知识；极强的理论性使教师能凭借扎实理论依据精准解读

国家政策、社会现象等，为学生解惑。不断强化教师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能提升教师政治觉悟与道德水平，让教师更明

晰教育使命，从而确立并坚守教育信仰，为培养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筑牢思想根基。

1.2 高校全面发展的核心动力
师德师风建设与高校的全面发展紧密相连，对高校教

育事业的进步具有深远影响。师德师风建设与高校全面发展

关系紧密，对高校教育事业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开展多

元活动对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高校发展意义重大。像组

织教师学术交流、心理健康辅导、团队建设等活动，可全方

位关爱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这种氛围使教师感

受到学校的尊重与关怀，增进教师团结，提升团队凝聚力与

协作性，助力应对教育难题。另一方面，将师德师风建设置

于教师评价考核体系的核心位置，能引导教师重视自身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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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这既能激发教师的主体意识，使其积极参与师德师风

建设，还能促使全体教师形成强大的建设共同体。在该共同

体中，教师相互监督、学习，共同提升，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教育教学工作。

1.3 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支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改革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教育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等多项目标的综合实现。师德师风建设作

为教育领域的基础性工程，是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支撑

点。良好的师德师风能够促使教师积极适应教育改革的新要

求，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在教育

公平方面，师德高尚的教师能够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与发

展，不因学生的家庭背景、地域差异等因素而区别对待，为

全体学生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且，教师良好的师德形

象能够增强社会对教育事业的信任和支持，为教育改革营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 [1]。

2 当前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2.1 素质矛盾：社会期望与教师实际素质的不匹配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着难

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首先，随着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师的社会地位大幅上升，教师职业吸

引力明显提高，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期待也更加深刻化和多

元化。其次，教师待遇不断提高，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各种物质理念和物质思想对教师的价值观念造成极大冲击。

最后，传统教学向线上教学、混合教学方式转变，坚持什么

样的教育价值观，坚持什么样的教师使命等都对教师的专业

素养和师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发展呈现出变化

快、压力大、适应难、成熟慢的新特征，师德负面形象的报

道日益增多并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给高校教师的社会声望

和社会形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2 机制缺陷：制度体系和配套机制的不完善
师德师风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

其建设成果短期内难以实现。一方面，当前众多高校党委均

将师德师风建设置于重要位置，设置了教师工作部以强化管

理，但该部门常与人事或宣传部门合并办公，资源共享虽便，

但独立性稍欠。另一方面，相较于党建制度的健全完善，师

德师风建设在制度层面显得滞后，缺乏全面一体化的工作规

范与流程。师德师风构建领域普遍偏重理论层面的探讨，缺

乏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入，忽略了教师的心理需求及同事间关

系的和谐构建，这些关键环节的缺失使得师德师风建设停留

于表面，未能触及根本，难以充分发挥其内在价值与深远影

响。由此可以看出，师德师风建设并未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

体系和配套机制，缺乏从顶层设计对师德师风建设的进行明

确规划，工作落实过程中无法根据目标进行有规划、有考量

的建设 [2]。

2.3 主体觉醒与失范并存：教师自我认知与行为规

范的冲突
师德师风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指教师主动认识到自己

肩负的教书育人的重任，自觉把师德修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从而自觉地发挥能动性，进一步完善自身知识结构，积

极投身到教师专业发展、教学科研等创造性工作中。事实上，

绝大多数高校教师能明确自身职责，具有师德师风建设的主

人翁意识，由于高校教师职业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其工作

容易受到社会、学校、家庭各方面的干扰。特别是面对当前

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裹挟，部分高

校教师在价值观层面上出现了偏离，判断能力出现了偏差，

对自身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出现了放松，如理想信念不坚

定、奉献精神淡化、育人意识弱化、敬业精神不足、学术诚

信不端、对学生言语不当、躺平思想严重、职业行为趋向功

利化等，师德失范情况多发，这不仅损害了教师职业的纯洁

性，也在社会及师生群体中引发了广泛的负面反响。

3 新时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核心议题：
实现师德师风与学校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

3.1 界定融合边界：明确融合内容与方向
要实现师德师风与学校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要紧密

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保融合的针对性与方向正

确性。在融合内容上，多维度融合促进二者互动。“思政 +

师德师风”使思政与师德相互渗透；“教研 + 师德师风”

让教研中彰显师德；“育才 + 师德师风”将育德贯穿教育

教学；“文化 + 师德师风”把学校文化与师德有机结合；“制

度 + 师德师风”用制度保障师德并完善制度体系。从目标

导向看，师德师风建设要契合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等发展目

标，如鼓励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前沿性研究等。在文化传承方

向，要积极弘扬高校独特的文化底蕴，教师以身作则将学校

文化融入教育教学过程。融合程度方面，高校工作需平衡人

才培养与师德要求，且要动态调整。例如，教育信息化下的

在线教育，应及时调整融合程度以保持深度融合状态 [3]。

3.2 探索融合路径：创新融合方式与策略
师德师风培育涉及多个环节与部门，包含多种要素与

主体。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需要充分发挥相关组织的核心功

能，特别是强化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教师在政治

理论学习、学术道德准则构建及思想政治强化等方面的先锋

模范效应引领风气。此外，要平衡好组织的核心引领与教师

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教师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主人翁精

神与主力军作用，唤起其内在动力，确保教师队伍政治立场

坚定、政治洞察力和鉴别力敏锐，自发追求高尚师德。再者，

要将相关理念深度融入师德师风建设的每个环节，采取引领

性、全方位、多维度的策略，构建多元化平台，精选有效载

体，灵活运用各类“着力点”。这一过程既要思想引领，又

要实践催化；既要内外结合激励，又要多方联动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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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广泛参与监督，又要建立科学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

3.3 确保融合成效：建立同频共振的组织架构与制

度支撑体系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核心在于构建一套组织架构与制

度支撑体系，确保责任的落实。在此过程中，要坚持相应的

领导负责制，构筑一个由统一指挥、多方紧密合作、教师工

作部门高效协调、各部门各司其职且紧密衔接的教师工作新

生态，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此外，要强化不同层级组织之

间的联动机制，压实主体责任，抓紧抓实师德师风建设。优

化顶层设计，整合各方力量，科学合理设置基层组织，选优

配强负责人，发挥负责人的引领实效，增强组织凝聚力，建

立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政策保障、制度

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

结合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同时，在涉及师德师风建设

工作相关的人员分配、资金投入、物质保障等方面做好基础

工作 [4]。

4 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践行策略

4.1 思想领航，开启师德师风建设总阀门
第一，健全教师理论学习制度，加强高校教师职业行

为准则教育和法治教育，提升依法执教、规范执教能力。第

二，打造多元化教育引领平台。利用现代教学设施和手段，

依托互联网资源，搭建多种教育平台，如组织集中学习、开

展专题活动，将师德师风建设融入常态化教育和实践活动，

形成全员、全程、全控的师德建设体系。第三，提升师德师

风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教师思想实

际，在教育形式、内容、方法上下功夫，促使教师将外在行

为内化为内在认知与信仰体系，达成专业层面的高度认同。

4.2 业务协同，锁定师德师风建设着力点
高校教师的业务工作与师德师风建设相互促进。其核

心是让教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伦理规范内化为精

神世界的一部分，践行育人使命。师德师风建设贯穿教师管

理、生涯、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而业务工作为师德建设提供

方向。师德师风建设依托业务工作开展活动，将其融入党支

部日常职能行使中，推动与支部建设同向同行，发挥基层党

建在教学科研领域的引领作用，构建有机联动机制，促进两

者共同进步，形成良好教育生态。

4.3 教学科研，夯实师德师风建设落脚点
教学科研是高校教师的本职工作，教师言行影响学生

的价值观。引导资源融入教学科研实践，一方面要革新课堂

教学理念，倡导课程思政视角。选树优秀教师和示范课程，

通过“传帮带”活动提升课程育人成效。另一方面，推动基

层党建融入教学科研项目，培养“双带头人”，以“书记项目”

为抓手，通过多种途径激发党支部在提升教学质量和深化内

涵建设方面的关键作用 [5]。

4.4 人才培育，把握师德师风建设根本点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人才培养。对于高校

基层党组织而言，可通过政策引导、奖励设定、先进选树等

手段，激励教师将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推动教师

内化和实践政治理论学习。例如，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等，加

强人才实践教学环节培养，教师通过总结反思育人实践中的

问题，提升自身素养。从教师角度看，应围绕“三全育人”

理念，按照人才培养规律，将立德树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模式，增强实践育人效果。

总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们应继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研究

和实践探索工作，不断创新和发展师德师风建设的路径和方

法，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燕,黄冬梅.高校思政课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践

进路[J].西部素质教育,2024,10(17):73-77.

[2] 彭英,张俊婷,赵萍.新时代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探究

[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4):104-107.

[3] 张洪川,许丹.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机制创新与实践路径[J].辽宁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4(4):103-105.

[4] 左辉,程鹏.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路径[J].学校党建与

思想教育,2024(14):91-93.

[5] 赵康琴.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J].贵

州开放大学学报,2024,32(2):61-65.

作者简介：贺新星（1987-），女，中国湖南宁乡人，博士，

助理研究员，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党建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省 2021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

题项目“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的作用发挥和

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SJB1070）；扬州大学人

文社科基金项目“高校高学历、海归青年教师党员发展问题

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xj20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