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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正在逐渐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高等教育也无法独善其身，

高校教师作为高校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其思想观念的价值导向性至关重要，然而伴随着互联网信息化，

受互联网思维的冲击，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也正面临着挑战。本文首先在对提升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的重要性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了“互联网+”时代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提出的新要求，进而分析

了“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存在的问题，并从加强理论学习、以学生为本和健全培养体系

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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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ra, the Internet is gradually affecting all are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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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nd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be left alone. As the main undertaker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deological concepts is crucial. However, with the informati-
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impact of Internet thinking, 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s also facing challenges.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college teacher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learning, student-oriented and improving the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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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之下，互联网信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

工作，而随着互联网教学技术在大学校园的应用，“互联网+”也在改变着高等教育。一方面，互联网信

息教学技术影响着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参差不齐的信息内容也在逐渐影响着高校师

生的思维观念。高校教师立足于教学阵地，肩负着教书育人使命，其思想道德高度至关重要，那么在“互

联网+”时代下，无疑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研究在互联网这一新形势下，

高校如何提升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各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2. 提升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1)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前提 
教师承担着“授业”的责任，高校教师更是在青年大学生发展关键期的引领者和指导者，为了让广

大教师明确自己的使命与任务，不断锤炼教学技能与提升教学品格，贯彻和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学

根本性任务。一方面，立德树人首先要求广大高校教师在开展教学任务之前要“立德”，要在明德惟馨

上旗帜鲜明，不断深化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只有教师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不断从各个层

次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德育发展，

培养优质的时代新人。 
2) 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教师处在校园这一方阵地之中，而高校校园是供青年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因此，处在学校和

学生发展之间的高校教师，其职业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提升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关于教育事业发展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高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高校教师的职业行为在很多时候代表着学校，

所以，只有每一位教师严以律己地去不断提升职业道德修养，才会在更大程度上助推学校的发展、提升

高校的校园文化。第二，教育事业的发展成果体现在学生的发展上，高校教师不断提升职业道德修养能

从各方面更好地锤炼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品格，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3) 能提高教师的行为影响力 
青年大学生的人格发展具有脆弱性，而高校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关键发展期的“领路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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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的行为影响力在高校青年大学生的发展中至关重要，所以高校教师必须着力提高自身职业道德

修养。一方面，如果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不足则无法满足教师的教学考核，更无从谈起行为影响力；

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的行为深刻影响着广大学生，甚至会被效仿，所以，只有教师逐步提升自身职业道

德修养才会赢得学生的认同。同时，高校教师的行为影响力也体现在和同事之间，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

道德修养标准不仅会迎来同事们的接纳也会获得学校的赞赏，对高校教师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也有一定的

推动作用。 

3.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理论框架 

1) 教育伦理思想理论 
学生教学和管理工作是高校教育工作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符合教育伦理的教学工作更能

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高校育人现状下，对事情

以及网络语言等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对引导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至关重要，因此，必须以教育伦理制

度为理论基础开展高校教学工作。第一，要遵循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伦理思

想，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提高在互联网背景下对学生的品德教育。第二，教育伦理理论主要提出高校教

育者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职业修养，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更加注重自身言行[1]。 
2) 人本主义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提出“以学生为本”的学习理论，一方面在心理学角度阐明了其以人

为本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以理论主旨揭示了教育学的内在规律，为高等教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定的

理论基础[2]。人本主义理论着重强调在高校课堂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能动性，关注学生的

整体发展。一方面，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要鲜活，要能吸引学生；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意

识和引导其价值观、人生观等的塑造。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更应以人本主义理论

基础为育人核心、提高职业道德修养。 
3) 全方位育人理论 
高教教师为真正落实教育政策的实践要求，需谨记高校全方位育人的理论核心，强调学生的全面发

展，尤其是在当下高校育人中，需注重学生的品德协调发展[3]。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科技

发展对教育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因此，也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即教学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多媒体资源等对教学内容、方式与教学过程等进行多元化提升，满足学生的

全方位学习需求，同时要在实际课堂中融入“育人”元素。 

4. “互联网+”时代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要求 

1) 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道德修养要求 
“互联网+”时代的开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网络信息的冲击，这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

以高校教师必须提升职业道德修养来应对挑战，高校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立身之本，首先不断锤炼

好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道德修养要求。第一，由于高校这一领域和高校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高校主要

承担着教学活动，一方面，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的授课对象是青年大学生，

所以高校教师首先要秉持高尚的道德性，认真做好备课与上课，用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和每一堂课，真正

地做到“教书育人”。第二，高校教师要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操守，一方面，高校教师要拥有奉献精神，

用心去对待向学生的授课，同时需要有强烈的责任心，不断学习理论知识、汲取前沿学科知识，以更好

地去提升个人教学道德；另一方面，由于高校教师的职业特殊性，高校教师还接触和承担着科研工作，

因此，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同时要提高科研道德修养。高校教师要以促进我国科研发展为己任，在日常的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9626


谢灿灿 
 

 

DOI: 10.12677/ces.2024.129626 340 创新教育研究 
 

科研工作开展中，要严格遵守科研规定、恪守职业道德，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学术不端

行为。综上，高校教师应从德育、教学与科研等方面不断提升一般层次上的职业道德修养。 
2) “互联网+”时代内生的职业道德修养要求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的生存与发展方式都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对于高等教

育领域而言就是传统的教学模式遭到了冲击，高校教师的日常教学与生活都开始与互联网信息息息相关，

这也要求高等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必须向更高的程度发展，也即必须提升互联网时代所内生的职业道德

修养要求。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互联网信息思辨能力，无论是在日常

生活中还是教育教学中都要规范自己的网络言行，谨慎使用互联网信息。学者王雪和张小磊认为在当下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师审慎面对知识信息大爆炸，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教学和科研中，都要坚守职

业理念，正确引导正面积极的信息[4]。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校教师必须充分挖掘网络教学资源以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为其带来更好

的学习体验。比如，邵文婷从树立网络教学理念、学习网络技术开启线上教学新模式、应用网络教学资

源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和自主创建教学平台等提出了“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要提高职业技能修养等层面

的内容[5]。胡若曦从运用网络数据平台和提升互联网教育教学技能等内容上指出了“互联网+”时代背景

下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要求[6]。所以，从以上两方面而言，高校教师必须在互联网时代不断提升自

身的职业道德修养。 

5.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存在的问题 

1)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的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信息全球化正在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对高校而言，部分高

校教师的教学理念也正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第一，互联网信息全球化裹挟着不同地区的文化与观念

等，这一部分会促进高校教师教学素养的提升，当然也会有一部分阻碍高校教师之间的交流，使其教学

理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由于数字鸿沟的影响，部分老教师无法在第一时间接受和适应网络教

学模式，从心理程度而言，其教学理念首先受到冲击。姜微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高等

教育教学领域的创新与变革，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在“互联网+”的大潮中，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尤

其在多方网络信息和网络多媒体资源对教学理念的冲击[7]。第三，对于网络适应能力强的高校青年教师

而言，在较依赖“互联网+”教学模式的情况下，往往会忽略传统的教学本质。黄之玥指出，网络信息和

技术融入教学，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对高校青年教师正确转变教学理念带来的最大挑战[8]。 
2)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的育人意识有待提高 
教师的本职工作是“育人”，高校教师的引领作用更是在青年大学生的发展关键期尤为重要，因此，

高校教师不仅仅是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完成对高校学生课本理论知识的教学，更为重要的是要成为青年

学生发展道路上的“领路人”，然而，由于受“互联网+”时代的影响，教学模式逐步转变为“网络教学”，

这也就导致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机会逐渐减少，进而逐步削弱了教师的育人意识。李默认为，

“互联网+”时代，网络教学在丰富教学资源的同时弱化了教师的职业精神，师生沟通的减少不利于发挥

高校教师的引领作用[9]。一方面，由于“翻转课堂”的出现，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冲击，很多教师与大

部分学生无法进行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大班级授课和网络虚拟世界的影响，导致很多教

师无法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很难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而使高校教师的“教书育人”这一使命性

任务遭到挑战。 
3)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的职业技能有待提升 
职业技能素养也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高校教师必须注重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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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培养与强化，然而“互联网+”时代下对高校教师带来的挑战则首先表现在职业技能上。比如张滋

越指出，“互联网+”时代的急速、多元、开放特征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带来的新的问题与挑战，主

要表现为教师职业技能的与时俱进[10]。第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更迭速度加快而随

之带来的便是知识更新速度的增加，不管是前沿知识的快速更新，还是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都为

高校教师的职业技能提升增加了难度。第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教学技术的不断融入，各种新颖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逐步出现与发展，既分散了高校教师的教学精力，也为其职业教学技能带来了很大

的挑战，对其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互联网+”时代强化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对策 

1) 加强“互联网+”时代下的职业道德理论学习 
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冲击下，高校教师要提升与强化职业道德修养，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加强对

职业道德理论知识的学习。第一，要加强传统的职业道德理论学习，加强自身对思想道德理论知识的学

习，为德育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就是要基于“互联网+”时代加强职业道德理论学习。一方面，

高校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育人价值观念，要不断规范自身，从正规的网络渠道获取教学资源与各方面的知

识，保证自身不受错误的网络信息的影响，保证正确的教学理念。比如，在“互联网＋”的教学新环境

中，信息化教学模式需要电脑以及平板等电子产品的辅助。因此，高校教师应逐渐改变自身的观念，在

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树立网络教学新观念，可以从慕课和雨课堂等官方的教学网站上去获取新的有利于自

身授课的网络资源，同时要注意提升自己在网络上的修养和素质，提高对网络资源和网络信息的思辨能

力。另一方面，对于高校老教师而言要通过职业道德理论的学习，扭转对互联网信息教学模式的认知偏

差，对于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在保持先进的互联网教学理念的同时，要不忘传统教学，从

两方面综合强化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比如，高校青年教师可以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首

先，青年教师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络教学技术使用优势，利用互联网资源制作微课视频引入课堂，充

实提高信息化教学方式，其次，可以在课堂和课下巩固环节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 
2) 树立“互联网+”时代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学生，高校教育更是要为时代发展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因此，高校教师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更是要首先树立起以学生为本

的教育理念，如此才能更好的培育青年学生。第一，在互联网教学模式的背景下，一方面，教师要在课

堂上采取适当的改进方式，多与学生进行课堂互动，增加与学生的交流机会。比如，在“互联网+”背景

下，高校教师要在自身职业道德的驱使下，立足互联网信息教学的要求，结合教育工作的核心，探索电

子书包、翻转微课等课堂互动式教学模式。此外，高校教师还可以根据具体的课堂内容，利用学习通等

信息教学资源来创设和发布问题情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和互动。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信息相对复杂

的时代，高校教师更要在课下及时的与学生沟通，比如，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建立线上沟通平

台，关心学生的需求与生活动态，尤其是在学生受网络信息影响时，作为老师，要及时进行关注并对其

正确引导，真正完成高校教师“育人”的使命，并在此过程中强化了自身职业道德修养。 
3) 健全“互联网+”时代下高校教师的培养体系 
“互联网+”时代强化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必须要健全高校教师的培养体系，提升其职业技能。

第一，在互联网时代教师的培养首先要求其自身必须树立起终身学习的教学理念。一方面，高校教师要

不断学习思想理论知识，保持自我思考，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深度与强化教学理念；另一方面，高校教

师要充分利用网络知识进行自身学习，不断丰富教学知识，比如，高校教师可以基于互联网共享性以及

海量教学资源的特性，充分利用网络在线课堂等平台，不断在信息化教学中提高自身的教学经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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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课堂。第二，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要健全培训制度，对高校教师进行全面培养。一方面，高校可以充

分利用校内资源为教师搭建学习平台，使其深入了解互联网教育模式、学习互联网知识内容。比如，高

校内部可以通过教学小组会议以及教学案例分享会等来分享和掌握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实践经验。另一方

面，高校可定期邀请校外“互联网+”领域的教学技术专家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通过专业化的培训来帮

助部分教师掌握互联网教学资源，比如微课制作视频等的教学实践应用，助力其提升教学技能，从而强

化其职业道德修养。 

7. 结语 

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时代重任，高校教师的教学更是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发展，其职业道德水平

不仅关乎着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更是在整体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十分重要，因此，高校教师必须不

断提升自身职业道德修养水平，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更要不断深入强化职业道德修养，为

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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