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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民办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互联网的普及

和应用，不仅深刻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师生关系和教师角色，也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提

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民办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修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理想信念淡化、言论失当、

育人意识淡薄、学术功利倾向严重等，这些问题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为应对这些挑战，民

办高校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完善师德评价机制、加强师德教育、激励教师知行合一等。本文主要

分析民办高校在“互联网+”时代下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以期建立一支高素质、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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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Plus” era,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have not only profoundly changed the teaching models, teacher-stu-
dent relationships, and roles of t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pose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dilu-
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inappropriate remarks, weak aware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serious 
academic utilitarianism. These problem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take measures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teacher ethics evalu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eacher eth-
ics education, and encouraging teachers to integrate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and propos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is,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 high-quality teaching force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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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的浪潮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重塑了经济格局，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教育领域尤为显著。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互联网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给人们的生产生

活带来巨大变化，对很多领域的创新发展起到很强的带动作用”[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互联网对社会

进步的推动作用，也为审视高等教育变革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互联

网+”时代[2]。这一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不仅加速了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还促进了高校行政管理、

服务模式及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互

联网+”强调开放、共享、创新、协同等理念，这些理念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考

验。  
“互联网+”时代，依托网络社会学、学习科学、传播学等理论依据，可以为高校教师提供新的教学

理念和方法。网络社会学揭示了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规律、个体与群体的行为模式以及网络文化的形

成与发展，在与学生交互的过程中有助于高校教师更好地适应和利用网络环境，提升职业道德修养[3]。
学习科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个体差异，提倡情境学习、协作学习和自主学习等

新型学习方式[4]。这些理念和方法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更加注重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传播学关注信息的传播过程、效果和影响因素，对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2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姜艳方，肖配 
 

 

DOI: 10.12677/ae.2024.14122226 19 教育进展 
 

理解网络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应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高校教师更好地把握信

息传播的规律，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从而更好地履行职业道德修养的职责[5]。 
“互联网+”不仅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还推动了教学模式、师生关系及教师角色的深

刻变革。一方面，它为高校教师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学手段和科研资源，拓宽了学术视野和交流平台；

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也带来了信息泛滥、价值观多元化等问题，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观

念、职业操守及行为方式构成了新的挑战[6]。因此，深入探讨民办高校在“互联网+”时代下高校教师职

业道德修养的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对于保障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维护教育生态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 
当前，民办高校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方面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部分教师

在面对网络信息的海量冲击时，缺乏足够的辨识力，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此外，网络空间的虚拟性

也可能导致部分教师在言行上放松自我要求，从而影响其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加强民办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不仅需要教师个人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自觉提升信息素养与道德自觉，还需要

学校层面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育人环境。 
本文通过对“互联网+”时代下民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现状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旨在引导民办高校教师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提升网络信息处理能力，

有效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共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健康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2. “互联网+”时代民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现状分析 

2.1. 教学模式变革与职业道德新要求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依赖于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而“互联网+”时代带来了在线教学、混合式学习等新

型教学模式。在线教学的兴起打破了传统教学的界限，为民办高校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提升了

教学质量与灵活性。同时，混合式学习的推广进一步融合了线上线下的优势，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随着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引入了如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等创新教学方法，个性化教学也借助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实现[7]。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民办高校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便捷的交流

平台，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例如，一些教师过度依赖网络教学，忽视了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同时，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加剧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如论文抄袭、学术诈骗等现

象呈上升趋势[8]。在此背景下，对教师职业道德提出了新要求。教师需具备更高的自律性和责任心，确

保在线教学质量；提升信息技术素养，适应新技术和新模式；关注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其情感与学习的

坚实后盾；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持续规划专业发展，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 

2.2. 师生关系变化与职业道德影响 

“互联网+”时代，民办高校师生关系与职业道德修养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沟通方式受限于时空，

而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互联网工具的应用，在拓宽师生交流边界的同时，也带来了信任构

建与情感交流的挑战[9]。随着学生主体性的日益增强，教师角色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渐渐转变为学习引

导者、情感支持者等多重身份，这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同理心与沟通能力。这种角色转变及沟通方式的

变化，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部分教师在面对海量网络信息时，由于缺乏

足够的辨识力，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从而在言行上放松自我要求，影响了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与

威信。此外，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也可能导致部分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时忽视职业规范，进而损害师生关系。

在虚拟空间中，教师需时刻谨言慎行，维护师生关系纯洁性，同时积极适应新环境，创新职业道德规范，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226


姜艳方，肖配 
 

 

DOI: 10.12677/ae.2024.14122226 20 教育进展 
 

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3. 教师角色转型与职业道德表现 

在“互联网+”教育的浪潮中，教师角色的转型显得尤为迫切且充满挑战。现实中，不乏教师以卓越

的职业道德展现着角色转型的成功。如某些高校老师利用网络平台，不仅精心准备课程资料，还开设在

线答疑时段，耐心解答每位学生的疑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传播者与学习引导者的双重身份。鼓励

学生自主探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展现了高度的教育热情和责任感。然而，也有少数教师因工作压力

增大或个人精力分配不均，未能充分履行其多重职责。如个别老师在面对学生网络提问时，存在回复迟

缓甚至遗漏的现象，这在无形中削弱了学生对其情感支持者的信任感[10]。以上两种现象深刻揭示了教师

职业道德表现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教师角色的成功转型与职业道德的持续提升，仍是当前教育改

革的重要课题，需要教育管理者、教师自身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支持。 

3. 民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存在的问题 

3.1. 教育理念滞后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民办高校教师的教育理念普遍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许多教师仍固守传

统的教学方式，重知识传授而轻能力培养，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课堂上，教师往

往采用“填鸭式”教学，缺乏与学生的有效互动和个性化指导，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佳

[9]。此外，部分教师缺乏对新教育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未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多媒体教学手段，使课

堂教学显得单调乏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3.2. 育人意识淡薄 

民办高校在快速扩招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难以投入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加之网络交流的普及，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导

致师生关系日益疏离。部分教师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对学生品德、情感和价值观的引导，育人意

识淡薄。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削弱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力，难以发挥

良好的榜样作用。 

3.3. 职业道德失范 

在学术评价体系和职称晋升机制的双重压力下，部分民办高校教师表现出强烈的学术功利倾向。一

些教师不惜采取剽窃、伪造数据等不正当手段来谋取学术利益，严重违背了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例如，

2003 年，经核查确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某宣称发明“汉芯一号”芯片存在伪造行为，随后，其先前

因该项目而获得的众多荣誉及科研资助均被相关部门撤销；2014 年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小保方晴子在《自

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声称发现了一种能更简便培养多能干细胞的方法，后经过调查，确认论文存在数

据造假问题[11]。诸如此类学术不端行为不仅损害了教师个人的声誉和形象，也败坏了学校的学术风气和

教育环境，对学校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此外，部分高校教师因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教育管理体制缺陷及个人素质差异，导致职业道德修养不

足。他们中有人突破道德底线，出现不适当惩罚、性骚扰等失范行为，严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与学校声誉。

例如，2016 年甘肃某高校教师让迟到学生互扇耳光；2018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教授被举报性骚扰女学

生，该事件经过调查后得到证实，涉事教授受到了学校的严肃处理；2023 年郑州大学王某胜教授性侵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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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2]。在“互联网+”时代，这类问题更易被放大传播，产生恶劣社会影响，阻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3.4. 终身学习意识不强 

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和学科交叉融合的加深，民办高校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

学技能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然而，部分教师缺乏终身学习的意识和动力，满足于现有的知识水平和

教学能力，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从而导致专业发展滞后于时

代步伐，难以满足学生和社会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此外，一些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目标

和规划，缺乏自我提升和进步的动力和方向感，这也制约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成长[13]。 

4. 民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提升对策及实践效果 

4.1. 完善师德评价机制 

在“互联网+”时代，民办高校应构建全面、科学、多维度的教师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优化现有考评

制度，将师德师风评价纳入核心指标，涵盖教学责任心、科研诚信、师生关系等多个维度。利用互联网

技术，如在线问卷调查、匿名反馈系统等，广泛收集学生、领导、老师们的意见，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公

正性。同时，成立专门的师德监督小组，定期开展师德考核与评估，对表现优异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

对存在问题的教师及时给予指导和纠正，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目前，部分民办高校通过完善师德评价机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湖北某高校通过引入在线

问卷调查和匿名反馈系统，线上收集学生和教师的意见，对师德表现优异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这种方

式有效地提升了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 

4.2. 强化师德教育 

民办高校应重视师德教育，将教育法律法规以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作为必修

内容，定期组织教师学习研讨。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经验分享等形式，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职业

观、价值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鼓励教师利用互联网平台自主学习，关注学科前沿动态和最

新研究成果，不断提升个人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时刻注意线上线下言行一致，树立良好师德形象，

积极传递正能量。 
为强化师德教育，全国多数高校通过举办师德师风建设专题讲座和案例分析会，引导教师深刻反思

自己的职业道德行为，有效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3. 增强法治观念 

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背景下，民办高校需加强教师的法治教育。通过开设法治课程、举办法治

讲座、组织法治考试等方式，普及国家法律法规和高等教育政策，提高教师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特

别是针对师德失范问题，应明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师德违规处理机制，确保教师行为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同时，引导教师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坚决抵制学术不端、教育腐败等行为，维护教育公

平和学术诚信。 
为了有效遏制师德失范行为的发生，部分民办高校通过开设法治课程和举办法治讲座，提高了教师

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有效减少了学术不端和教育腐败等问题的发生。 

4.4. 创新师德建设路径 

民办高校应积极探索师德建设的新路径、新方法，促进教师将职业道德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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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鼓励教师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建立师德建设实

践基地，为教师提供展示师德风采、交流师德经验的平台。同时，注重师德建设的长效性，将师德考核

与教师聘任、晋升、奖励等紧密挂钩，形成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促进教师知行

合一，全面提升民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水平。 
通过创新师德建设路径，部分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得到了全面提升。例如，现已有部分高校通

过建立师德建设实践基地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有效增强了教师的社

会责任心。 

5.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变革要求民办高校教师需要不断适应新挑战，提升职业道德修养。

通过完善师德评价机制、强化师德教育、增强法治观念及创新师德建设路径等措施，可以有效应对互联

网带来的挑战，促进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全面提升。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还能

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未来，民办高校应继续探索和实践，为国家输送优秀人才，推动

高等教育事业在“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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