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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师教育地位的提高，个人、家庭和社会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社会和教师对教育

工作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教育者陷入舆论漩涡，教师工作难度日益加大。围绕教师教育工作的展开，

衍生出了师生、师家、自我等互相纠葛的矛盾，教学活动中出现教师缺乏教学自信和有效教学手段的现

象。核心价值观在教师定位、责任界定及社会意识整合中具有纽带作用，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中，可

以摆脱舆论束缚，解放教师天性，突破教育困境。这一决策可以从法理角度重塑教师的引领地位，积极

发挥教师能动性，将时代发展需求渗透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实现教育责任和情怀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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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educational status,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ociety pu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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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teachers, educators are caught in the whirlpool of public opinion. 
Teachers’ work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
tion work, the contradiction of mutual entanglement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ers and 
family, teachers and themselves has been derived, and the phenomenon of teachers’ lack of 
teaching self-confidence an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has appeared in teaching activities. Core 
valu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eachers’ orientation, responsibility definition and social con-
sciousness integration. Integrating core values into education can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public 
opinion, liberate teachers’ nature and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education. This decision can 
reshape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eachers from the legal point of view, actively exert teachers’ initi-
ative, penetrate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to all aspects of teaching, and real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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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古至今，我国一直重视对教师职业的研究[1]。古之圣贤孔子提出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理

念；时代先驱梁启超认为尽职尽责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则强调教师的责任是教人做人。

这些先贤的言行举止体现出教育家对教师作用的期待，同时他们的教育理念如以身作则、因材施教等也

深刻影响着广大一线教师，激励着教师自我奉献，不断努力进取。 
随着教师教育地位的提高，教师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和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社会和教师对教育

工作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这导致围绕教师的教育工作衍生出了许多复杂的矛盾，使得教师陷入了困境

并深刻影响了当前的教育形态。教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逐渐丧失了教学自信，缺乏有效的教学手段，这

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是不利的。社会和教师的声音不一反映了不同角色对教师理解的偏差，因此，

准确区分教师工作的界限，整合教育共识，达成对教师工作认识的统一是必要且迫切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的价值追求，具有整合思想、凝聚观念的积极作用[2]。本文指出了

教师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整合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公众意识，借助核心价值观的纽带

作用，缓解教师面临的多种矛盾，减轻教师的职业压力，从而将教师从舆论之中解放出来。整合教育共

识，明确教师的定位，旨在增强教师的自信心，提高教学水平。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教育现状的改变具

有重要意义。 

2. 教师矛盾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教师教学的争论从未停歇[3]。一方面，社会和公众认为当前教师的师德师风败

坏、缺乏责任心，不断对其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广大教师则认为自己尽职尽责，却在舆论风波中饱受

诟病，着实委屈。面对各界的负面评价，教师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工作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学生极易

察觉到教师的这种不自信行为，致使教师失信于学生，诸多教学手段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难以开展后

续的教育工作。围绕教育工作的展开形成了以教师为核心的多种矛盾(见图 1)，主要包括师生矛盾、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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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自我矛盾。处于矛盾中心的教师不仅缺乏教学自信，更丧失了自身的威信和价值，束缚了教师的

发展。 
 

 
Figure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eacher-centered contradiction 
图 1. 以教师为中心的矛盾示意图 

2.1. 师生矛盾 

教师和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而师生矛盾则是教学过程中主要的矛盾。作为全面推进新课改的主

力军，教师要不断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承担起培育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重任。除了授课外，教师还需要

对学生的行为规范、言行举止、学习态度和道德情操等方面进行教育。然而，在班级中，有些学生可能

不认真听课，扰乱课堂秩序，甚至对教师出言不逊，安徽省长丰县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并造成严重后果，

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保证课堂的有序进行，教师需要适当地提醒或批评这些学生，但这往往会占用

课堂时间，影响授课效率，对其他同学的学习造成困扰，甚至可能激发学生的不满情绪和叛逆心理，对

教师人身攻击，如湖南邵阳某中学一名男生在课堂上冲上讲台打老师的视频流传于网络。长此以往，师

生矛盾会加剧，导致学生对教师和所学科目产生厌烦情绪。如果出现学生不愿意听从教师管理的情况，

教师的威信和价值会受到严重打击。教师因得不到学生的尊重而失去教学信心和信念，缺乏教学动力，

从而难以继续开展教育工作。 

2.2. 师家矛盾 

由于家长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教育观念的差异，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教师教育地位的提高，家长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家长期望孩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更好的就业

机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将孩子的学习、安全和生活等方面都归结为教师的责任，这使得教师承担

了从家庭转嫁过来的额外责任。2018 年南昌市新建区 3 名学生溺水死亡，校长免职，相关教师不得评优

评先，2022 年浙江某地教育局安排教师暑期巡河。此外，家长的想法也会对教师产生影响。在教育学生

时，教师可能会遇到家长抱怨教师管理学生的方式不科学、不合理，甚至出现家长全然不管或认为教师

小题大做的情况，这可能会为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埋下伏笔，从而导致各类恶意举报事件，江苏省昆

山市葛江中学的教师由于班级各科作业太多被家长举报，校长批评其未尽到协调责任。教育学生需要家

校共同合作，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不仅要教育学生，还要费尽心思维护

好与家长之间的关系，以换取家长的支持和理解。在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时，教师难免会对自己的工作产

生怀疑。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比较隐蔽，但也更容易攻击教师的心理防线。 

学生

家长自我

教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1039


刘明丽 等 
 

 

DOI: 10.12677/ae.2023.1391039 6682 教育进展 
 

2.3. 自我矛盾 

教师的自我矛盾源于教师情怀和现实之间的错位。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情怀，这

是建立在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认同之上的关切和喜爱之情，是教育者崇高的心境和对教师职业的情感依

附[3]。教育情怀在教师的教育过程中不断增强，同时也不断调动教师的精神信念，影响着教师的工作和

生活。此外，教师的职称与薪资待遇挂钩[4]，教师的职称决定了教师家庭的生活水平。许多教师在面对

家庭的各种开销、孩子的教育和老人的医疗问题时也难免感到捉襟见肘。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位教师都

面临着晋升职称的难题，淄博一位中学教师说，学校共教师 700 人，高级教师每年一个名额，中级名额

2 到 3 个。教师晋升制度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指标分配不均、过分重视科研和论文、轻视教学和培养、

晋升渠道过窄等，这使得大批教师评职称的难度增加，打击了很多教师的信心。当教师面临过大的压力

而又难以改变现状时，会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绪之中。情怀背后的现实诱因深深拷问着教师的内心，使之

陷入迷茫。教师从开始对教育工作的热爱转变成想要逃离又深陷其中的极度矛盾状态。教师的自我矛盾

是一名教师抗拒教学活动和教育行业的情绪来源之一。 

3. 多种矛盾的背后成因 

当前教育行业存在的诸多复杂矛盾，本质上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其背后成因示意图

见图 2。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依靠教育、科技、人才的作用，而教师作为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重要角色，

被寄予更多的希望和要求。百年大计，教育为基，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剖析教育矛盾现

状的成因是把握教育方向的根本所在。其矛盾成因主要包括学生的认知受限、教师职责边界不清以及教

育情怀的双向影响，而以上问题互相影响，不断打击教师的信念和信心。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auses behind educa-
tional contradictions 
图 2. 教育矛盾的背后成因示意图 

3.1. 学生认知受限 

学生认知受限是目前教育者焦虑躁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师生矛盾的根源，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据中国新公会报道，目前中国职工总计 4.02 亿，农民工 2.93 亿，新形态就业人群 8400 万，而高

职责不清

情怀影响

辩证统一

教育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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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每年毕业人数可达 1158 万[5]。过去曾被视为退路的行业，如外卖员、滴滴司机、微商等，已经人满为

患。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剧和互联网的普及，学生们看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和更多的机会。在这种影

响下，一些学生逐渐变得浮躁，追求享乐主义，导致理想与现实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从而陷入了迷茫。

一些学生不再相信通过读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认为学习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能给予他们想要的

生活。面对现实因素，教师自身的优势地位已经丧失，他们迫切想要改变，但又倍感无力和倦怠。当前

教育的困境在于，教育者如何在课堂上突出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和刻苦奋斗的动力。教师

在教育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自我价值感低，这会对学生教育的开展造成重重阻力。 

3.2. 教师职责边界不清 

教育资源有限，引发了教育竞争，这是当前教育矛盾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也是师生矛盾的根源。

每个为人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考上名校、出人头地并取得较高的社会

地位。由于外界赋予了教师更多的角色和期望，教师在培养学生时的责任被放大，这导致了教师责任感

过强和教师责任标准泛道德化的问题。教师陷于外界的评价和期待中，对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及成长造

成了阻碍。国内外对于教师责任的研究示意图见图 3。王丽佳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高风险考

试背景下，责任不对称，导致教师的责任增加、加剧和扩展[6]。教师职责是规范教师行为和明确教学任

务的依据。在教师职责的界定上，国内学者主张构建立体的责任结构体系，包括教育责任、道德责任、

法律责任及自主学习责任等多个维度[7]。而国外则主要针对教育问责进行系统的阐述，依托法律条文对

教师的职责提出明确的要求，以及如何对没有教学质量的教师进行专业问责。同时，他们提出问责需要

加以控制。尔丁(Fielding)认为当前的教育问责放在教育者身上，政策制定者或执行人占有支配权却不承

接实质性的责任。艾尔摩尔(Elmore)进一步提出互惠问责制度，教育政策制定要考虑是否能够履行责任，

而不能权威性地要求必须尽到某项责任或义务[8]。这对当前教育的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教师责任

没有明显的界限，导致教师的压力过大，失去原有的情怀和动力。 
 

 
Figure 3.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eacher research at Chi-
na and abroad 
图 3. 国内外教师研究的异同 

3.3. 教育情怀的双向左右 

教育矛盾的内因源于各行各业对教育的期待不同，而教师自我矛盾的根源则在于教育情怀的不统一。

教育情怀的内在机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包括压力体验、行动倾向和享用状态的链式

周济

Dewey

Oser

elmore

王艳

杨贤江

国外：合同式教育问责

2.职业责任 3.个人责任1.社会责任

国内：多元化教育体系

1.

2.

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1039


刘明丽 等 
 

 

DOI: 10.12677/ae.2023.1391039 6684 教育进展 
 

序列[9]。有教育情怀的教师注重课堂教学和学生培养。《现代汉语词典》中将教育情怀定义为一种含有

某种感情的心境[10]，其中的教育指的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教育。这表明不仅教师具有教育情怀，社会人

士和受教育者也会基于自己理想中的教育展现教育情怀。当社会人士经历压力体验时，他们可能会将自

己的需求转嫁到教师身上，产生非教育情怀的链式序列，即压力体验、需求转移和矛盾状态。众所周知，

设立职称晋升制度的目的是充分调动教师努力向上的积极性，有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但是职称

晋升的条件一般重科研重论文、轻教学轻培养。这意味着教育管理者的情怀和要求和教师不一致，部分

教师为符合管理者的情怀要求，为了晋升开始投机取巧，忽视本职工作，形成教师专业水平和职称不成

正比的现象，这对于有自己情怀的教师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所以由于不同角色对教育的期待不同，教

育的矛盾背后是对教育理解和认知的差异，是教育共识没有达成统一的矛盾。因此，教育情怀的双向作

用是教师自我矛盾的根源。 

4. 核心价值观整合教育共识 

目前在对教师工作界限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教师责任是多维且复杂的。大多数学者主张构建立体

结构的教师责任体系，包括教育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以及自主学习责任等，既有概念的阐述，又

有具体工作的研究[11]。然而，研究者也指出教师责任是有限度的，责任纷杂。若不明确其中的界限，教

师就可能像被稻草压垮的骆驼。实际上，在各界不同教育倾向的推动下，教师责任标准不可避免地被泛

道德化，导致教师责任感过强，深度打击了教师的自信。为解决这一困境，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师授课行为之中是上佳决策[12]。作为全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个人行动的向导，可以充分凝聚教育共识[13]。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可以帮助教

师重振信心，提高教学质量，突破当前教育困境。其纽带作用见图 4。 
 

 
Figure 4. The linking rol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图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纽带作用 

4.1. 个人层次明确教师定位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规范[14]，它们不仅是国家倡导和推崇的，更是每一

位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具有强制性的法理学特点。对学生而言，勤奋努力、勇于探索、团结

友爱、尊师重道，是他们应具备的个人品格；维护祖国统一、形成自觉报效祖国，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

观念是他们应有之义。对教师而言，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是他们的职业行为准则；关爱学生、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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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是教师的根本任务[15]，同时弘扬爱国精神、促进民族团结也是教师服务社会的作用。对学校管

理者而言，信奉诚实劳动的理念、信守教育管理承诺、诚恳待人、将教师视为实际贡献者是必然要求。

对家长而言，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关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使学生未来生活具有更好的可能性是共

同的心愿。每位公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自己，从个人层面出发看待教师职业，更有利于教师工

作的顺利开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4.2. 社会层次规范教师职业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16]。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通过法

制建设能够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教师的职责界定应当明文规定，并具有法律效力。教师

的特殊性要求他们根据制度规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同时依据伦理规范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按照

教学规范信守教学承诺、精心教学。其中最直观的体现是教师要面对教育问责，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考

核流程，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接受各种教学检查。同时，基于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强调尊重和保障

人权，赋予人们争取解放、自由平等权利的特性。教师有权为自己争取实际权利，制定合适的规范和问

责体系，这是国家、社会应有的根本价值理念。如果符合问责标准，不应该要求教师提高自我工作强度，

更不应该要求教师跳出功利主义的藩篱，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人负起改造、提高和规划的责任。 

4.3. 国家层次构建和谐社会 

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富强和文明的实现需要一代代

有志青年的刻苦奋斗，而有志青年的培养则需要平等、法治的社会环境和教师的辛勤付出。为了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全体公民应遵守契约精神，依法治国、依法敬业。教师应具备强烈的爱国精神，履行契

约责任，尊重标准和规律。在与学生进行教学互动时，教师可以通过积极实践人际关系来获得成就感和

自我价值，逐步确立自由个性和健康人格，培养友善的品格，创造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最终构建和谐

民主的国家[17]。因此，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实现各种社会意识的统一。 

5. 践行核心价值观解放教师天性 

教师的根本职责是教书育人，无论在哪个阶段，教师都是学生的榜样，起到引导作用。面对现实中

的各种问题，教师更应该树立远大的目标，坚定自信心，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现实因素，满足时代需求，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认识到自己要面临的问题，

积极主动学习。教师应该采取合理的方式劝导家长理解和支持教师的工作，以改善与家长和学生之间的

矛盾，纠正学生价值观上的偏差。同时，教师需要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是否存在出发点错误

等问题，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教师和家长长期共同努力。面对新时代更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教师需

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适合的教学方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教师应该先保证根本，

再追求发展，只有言行一致，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求。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的引导者，践

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教师职业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也能够发挥解放教师天性的作用。借助

核心价值观，教师能够找准定位，明确职责，发挥能动作用，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实现教育责任和情怀

的辩证统一。 

5.1. 重塑教师引领地位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国家要求教师坚持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培养能够胜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8]。大先生就是要求教师以强烈的家国情怀照亮教育事业，强调

教育的重要地位，赋予教师培育坚定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与责任。这从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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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个人的角度阐释了教师职业的意义，不仅能够慰藉教师一路前行，体会自身工作对国家繁荣和民族

振兴的巨大价值，还可以感受到自己在培育学生中看到他们一步步成长的自豪感，从而理解教育生活，

享受教育生活，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任何支持教师的行为都有助于构建富强、

文明的国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反击、诋毁教师的行为则破坏了平等与法治，不利于实现民

主、和谐的国家和社会环境。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塑教师的引领地位提供了国家导向的大势

支持。 

5.2. 明确教师权责统一 

坚持责任明确、权责统一是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如果将教师教学责任分为教学义务和教学良心，

可能会导致将教学良心看作教学义务和规范的一种内在倾向，从而将所有的教学事务都视为必须完成的

任务[19]。正如常言所说，“教学是个良心活”，教学要求教师从良心出发，不断反思自己履行责任的情

况。这种责任的划分和认识恰恰是教育泛道德化出现的根源。合理的教师责任划分应参考伊劳特的划分

方式，将教师责任划分为契约责任和自我责任。无论是对学生的道德承诺，还是与组织的合同式责任，

法律和制度对教师教学责任的规定和约束都可以归属于契约责任。而自我责任则是教师教育情怀的体现

和外延，这种责任的来源不应是社会期望和现实要求，而应根据压力体验和行动倾向的规律，将自我要

求转化为教师负责任的教学行为。因此，明确权责统一可以区分教师情怀和责任的界限，阐明两者之间

的区别和联系，减少教师之间的内耗，指导个人行为。 

5.3. 给予教师法律武器 

给予教师法律武器不仅可以增加教师的自我认同感，而且赋予了教师争取自身权利的合理性[20]。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和法制将教师责任和情感区分开来，承认教师履行契约责任的合法性和正当

性。通过对全体公民的约束和引导，帮助教师自觉遵守教育行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评估程序，为教师责

任以法律、规范和条例为边界确立了理论基础。教师应当依法执教，承担自己应有的义务，同时也要清

楚自己享有的权利。在聘任纠纷、薪资待遇、医疗住房甚至遭受侮辱、殴打等方面受到任何不公正待遇

时，都应敢于发声，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并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5.4. 克服教师心理障碍，塑造教师自信 

克服教师心理障碍可以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21]。教师心理障碍的来源主要包括：1) 自我价值认同

障碍；2) 社会评价认同障碍；3) 现实生活认同障碍。在核心价值观中，敬业一词从个人层面充分肯定了

教师的自我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教育者以情怀为傲。他们尊重并相信学生，因材施教、精心备课，带

给学生提高和进步，对教学效果有合理的预期[22]，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增强，从而克服了自我价值认同障

碍。其次，法制一词强调了教师责任处于契约责任阶段，无论依据责任的定义还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履

行教育契约均是爱国、敬业的体现，有利于防止称教学是个良心活、要求教师不断反思和不断付出的社

会思想，从而克服了社会评价认同障碍。最后，自由、平等、公正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制定合理

恰当的规范和问责体系，使得教师遵循投入产出的正当利益原则[23] [24]，从而克服现实认同障碍，教师

也能充分发挥教育情怀。 

6. 结论 

国家的富强和文明，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奋斗，更离不开教师的用心教导。教师的培育工作任重而

道远，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围绕教师教育工作的开展，涌现出师生、师家、师校和自我等互相纠

葛的矛盾。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缺乏教学自信和有效教学手段，这不仅影响教师身心健康，也不利于教育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1039


刘明丽 等 
 

 

DOI: 10.12677/ae.2023.1391039 6687 教育进展 
 

的发展。借助核心价值观整合教育共识的作用，可以挖掘教师的教育潜能。教师在和学生进行教学互动

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并逐步完成自由个性和健康人格的确立，不仅自身养成友善的品格，更有助于创

造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因此，本文指出，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核心价值观纳入个人授课行为

之中是提高教育水平的进取之策，有助于改善教育困境，克服当前的教育问题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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