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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基于生态学理论推进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符合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

师风建设的应有之义。生态学视域下高校教师师德建设，是由实践主体、信息主体以及管理主体组成的

主体要素，内容资源、实践样态以及传播载体组成的介体要素，以及权威型约束环境、协作型养成环境

组成的环体要素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从生态平衡观出发，要以系统关联的内在机理，协调适应的运行

机制以及动态平衡的间性关系，构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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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promoting the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ecological theory is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cology,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is an ecosystem com-
posed of the main elements of practic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intermediary elements 
of content resources, practice patterns, and communication carriers,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al 
elements of authoritative constraint environment and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Start-
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bal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pattern for 
the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ystem correlation, coordinated and adaptiv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dynamic and balanced in-
ter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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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经由“自我意识”和“社会图景”互构共生的产物，依赖于社会有机体的

系统环境。教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示范。高校教师师德的认知进阶和实践养成，受诸多

现实因素影响，其中不确定的环境便是关键因素。当高校教师无法适应所处环境的嬗变时便容易失范、

越轨，而当与所处环境相适应时，便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师德信仰、素养和思维定势，在潜移默化中不断

强化师德行为选择。坚持用生态化教育理论观照高校师德建设现代化发展的全域性与复杂性，呈现高校

师德建设过程中生态要素的具体构成与内在机理，既是政策工具之要求，也是理论创新之需求，更是实

践运行之诉求。 

2.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出场逻辑 

2.1. 因势而生：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外力驱动 

“势”是事物发展的趋向，也是推动人的行动及实践活动开展的关键性外在因素。高校教师师德建

设生态系统的“势”主要包括：政策大势、社会态势、技术形势。一是政策大势的高位谋划、高标部署。

自 2010 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颁布，有关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

设的政策文件便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关于实

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等政策吹响了构建多层面、多环节、多主体参与的

师德师风建设格局的号角[1]。在政策工具的影响下，各个地区纷纷开启了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实践探索。

二是社会态势的高度重视、高效推行。新时代教育使命的呼唤下，受到社会转型的要求、文化舆论的导

向、人民群众的期待等影响，高校教师需要做好经师、成为人师。由此，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理应随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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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的增长、社会公众的呼声、教育形势的变化以及时代使命的拓展而完善。三是技术形势的高质开

展、高能促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激活了高校教师师德建设新生态，建构

了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大格局、大课堂以及大平台，有望推动实现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生态化发展。 

2.2. 因需而立：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内在需求 

“需”是生存生活的本能，也是推动事物生成的关键性内在因素[2]。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需”

主要包括提质增效的内部驱动，理论发展的内生呼唤。一是提质增效的内部驱动。当前，高校教师师德建设

内外关系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具体表现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现实境况、政策导向、时代使命、

主体需求、理论境遇等发生深刻变革，各类子系统持续处于发展、变化和演替的状态，单一性教育培训、机

械式机制激励、叠加式平台建设等“表象式”师德建设时有发生，从而导致外驱力与内生动力耦合机制不协

调、高投入低回报、兼容环境及衔接时序不确定等问题涌现。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生态治理将会成为高校

教师师德建设的重头戏，这就要求以生态学为理论依据，将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进行

考察，对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理念和实施方式作出回应转变。二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呼唤。现有研究主题较为多

样，纠结于对具体问题的详细考证，青睐于从单一维度出发，将现实问题讲清讲透。毋庸置疑，这种细化的

理论研究方式对于单个问题的解决确有一定成效，但也可能因为片面孤立地考察某一个细节，从而将原本清

晰完整的生态系统整体不断细化、分割乃至碎片化。由此，需要引入宏大视野的观照。 

3.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模型构建 

3.1. 主体要素：实践主体、信息主体以及管理主体 

主体即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3]。因为高校师德教育的实

践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有着对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判断和选择，具有道德内化自觉能力，即

主体性，那么将其中的任何对象定义为客体便有欠恰当。其中，教师群体是实践主体和认知主体，不断

受到师德建设工作的影响、制约与规范，从而不自觉地对照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家精神等中的道德

原则、观念、规范和范畴，反省评价自己的思维意识和行为方式，以对师德形成珍视、向往或享受的价

值选择，升华个体的道德认知与职业追求，适应社会期许的角色要求。此外，这类主体也拥有着物质生

产、社会交往、文化传承的基本条件，能够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劳动、育人实践以及历史发展，在不断适

应和调整中对师德教育资源加以感性确认、选择扬弃以及加工改造，生成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物质

财富与精神财富，并在主体实践活动中使其得到传承和保留。基于杜威的价值理论可以得知，高校教师

师德建设本身是一种教育实践，是生发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践领域。在这种特定的实践场域中，因

为学生、家长、社会企业行业、社会大众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且透明的政策，且对教师有连续且发展的

角色期许，具备与教师对等的沟通能力，故都可以成为利益主体、信息主体。此外，上述主体虽然缺乏

组织性与决策能力，却能传递能量和信息，反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工作。政府部门、地方院校内的教育

行政管理者则是管理主体、主导主体，发挥着价值引领、组织管理、行为制约、资源调控、权益保障的功

能，既引导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发展的前进方向，又规定了该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容选择，还牵引

该生态系统其他主体的具体行动。这类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提供和维护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政策

工具、管理体制、实施细则、社会保障，最终体现为制定专项政策、完善机制建设以有效协调诉求异同，

推进师德建设、宣传教师文化以达到责权平衡与多方认同。 

3.2. 介体要素：内容资源、实践样态以及传播载体 

介体元素是师德教育工具与实践的表现形式，也是师德教育主体和环境间的连接机制，表现为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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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与形式实现有机统一而采用的中介元素，主要包括内容资源、实践样态以及传播载体，具有传

递信息、联结主体的效能。其中，内容资源集知识形态、价值样态、物质样态于一体，指的是以高校师德

师风建设相关政策内的具体任务为导向，以我国优秀教师道德传统、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伦理、教师职

业道德、中国特色的教育家精神等为关键要素，通过物质与非物质两种形式，对爱岗敬业、爱国情怀、

言为士则、行为示范等要求凝练而成的教育性资源，能够起到纽带与申明的作用。精准挖掘并把握相关

政策文件、思想精髓背后的知识体系、板块结构、总体趋势，能够以“理想的意图”，告诉社会公众新

时代高校教师群体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而这些素质可以在实践中得以感知、领悟、体验以及生成，从而

为高校教师群体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成长提供示范，产生有效的建构性学习，推动社会道德风尚进步。

实践样态既是高校教师师德建设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活动的重要渠道和表现形式，也表征着高

校教师群体更高效更精准接受师德文化浸润的重要途径与基本方式。这一概念既蕴含着呈现并引领高校

教师群体价值认知及行为选择的方法论，如道德示范、朋辈学习、文化浸润、激励引导，也包括各链条

各环节和谐共处的作用机制，如共生互利机制、动态平衡机制、信息流转机制以及评价反馈机制[4]。传

播载体是依据现实条件的需要，以具体物质的形态反映高校师德建设工作的实践诉求，塑造高校教师群

体观察、思考和融入师德建设的行为方式，同时以知识体系的形式映射进高校教师群体价值样态和实践

状态之中，为高校师德建设的效益生成提供重要手段和有效介质。根据载体的不同形式，可分为两种形

态，一种是以理论学习、组织管理、文明实践、线上学习等为构成的活动载体，另一种则是以广播电视、

书刊报纸、语言文字、文艺作品等为构成的物质载体。 

3.3. 环体要素：权威型约束环境及协作型养成环境 

环境为主体与介体二者互动的结果，是由物质生产、交往和共享活动组合而成且具有相对稳定性的

统一体，也是实践对象直接接受、面对和评价的基础条件。根据环境的作用属性划分，高校教师师德建

设分为权威型约束环境、协作型养成环境两个类别，这两种不同的环境是高校教师师德建设需要认知和

适应的对象，影响着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发生和发展。当然，这两种不同环境自身的形成与演进也受高

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影响。其中，权威型约束环境内蕴着涂尔干德育思想，是“一个命令的体系”，由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构成，起着规则制定、行为约束、纪律强制的作用。其欲将

“他律的道德”理念，借助多种权威力量，通过制度规则和物质约束，建立一套具有社会共识且科学理

性的规范体系，如对失德教师进行行政性处罚，从而体现对规则的尊重，规范的服从，将纪律精神和道

德标准融入高校教师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协作型养成环境则体现出皮亚杰德育理论，强调师德自我建

构，首要特征的“认同–协作”，是一个“自律的道德”，包括但不限于家庭环境、受教育环境、工作

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它基于平等合作的原则，出于共同受益的目的，对教师道德加以舆论引导和文化

熏陶，从而影响高校教师自身相关的人格特质、客观能力及内在动机，激发高校教师主观责任感，培养

真正的自律道德。 

4.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机制探索 

4.1. 系统关联的内在机理 

生态系统是不同主体不同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有机体。那么，在研究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

系统的过程中，可以将系统关联作为把握生态系统内各交互关系的重要维度，并总结归纳以下两种运行

状态：一是彼此融合发展，要求抓住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维持主体与主体间“输入–输出”的关联，主

体与内容间“供给–需求”的关联，主体与方法间“主导–工具”的关联，环境与其他要素间“影响–

作用”的关联，促使各种物质能量信息始终处于动态互动的状态，以此维持系统的稳定。二是一体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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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强调基于变化的实践效果、资源内容、政策指向以及主体需求，推进主体、内容、方法以及环境间

的相互适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形态。而在这种系统关联的运作方式下，互利共生就构成了高校教师师

德建设生态系统的运作动力。其中，共生是前提，只有坚持发展的多样性、开放性，促进政府部门、教育

学会、地方高校、学生、家长、企业等主体彼此依存并达成组合关联，各自资源才能得以流动、共享、互

补，形成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合力。互利是保障，需要通过政策支持、行动合作、平台建设、机制建

构、规则设置等手段，如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来满足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保障共同的利益。 

4.2. 协调适应的运行机制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是一个兼具协调性和适应性的有机整体，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个整

体内部充斥着主体与介体、环体的相互适应，以及整个生态系统与周围其它环境的动态配合，从而促使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活动始终在合乎生态伦理的良性运行规则下，实现健康发展和真正创新的平衡态[5]。
在具体的调适过程，这种协调适应是多维性的适应，主要包括要素层面的模式调适，主体层面的行为调

适。因此，既要搭建信息流转机制，促进相关主体双向乃至多向的信息沟通交流，于系统运行过程中把

握主体间的角色演变，宏观政策、微观文化的趋势指向，资源内容的供需变化，方法工具的淘汰更新，

以便及时做出针对性调整。同时，也要建立评价反馈机制，立足评估和反馈，吸纳学生、家长、教师、教

育主管部门等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建立通用考核标准、成立实体化运行机构、开发网上信息填报评测系

统等途径，对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资源供给、实践形式、组织管理、方法体制、质量成果等进行评估和

反馈，以及时矫正影响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4.3. 动态平衡的间性关系 

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本质在于，通过推进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三个过程的运行稳定，来

达致健康、可持续的状态，同时利用这种状态的维持来完成整体生态系统的迭代进化，走向新的更高级

的平衡。现阶段，面对系统运行的各种不确定，需要警惕工具理性的越位，价值理性的失落，寻求系统

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首先，处理好人与工具的关系。需要将外部制度、数字技术、组织活动等条件视

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尊重教师个体在师德教育上的价值诉求，将工

具理性纳入挖掘和体现高校教师师德建设价值与效益的轨道，矫正过度追求数量和形式带来的弊端，转

变为追求高质和高效，从而来提高系统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其次，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高校教师师

德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教师群体生命质量，充分提高高校教师的社会价值，这就需要辨明高校

教师师德建设的内外依据，顺应新时代高校教师学习习惯和实践养成的规律，打造从外塑规约逐渐转型

为内修自为的良性环境，即理论认知是出发点，包括理论学习、转化以及辨析，侧重于高校教师对师德

历史渊源、现实功用、社会联系的理解；情感认同是依托，涵盖情感引领、意识调适与文化创造，侧重对

高校教师进行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行动体验是生命线，涉及规范习得、实践感知和行动领

悟，侧重高校教师师德的强制性行为约束、建设性实践体验、批判性行动情景；养习成德是根本，重在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过程调控、系统整合和效果强化，提倡主体自觉、深度参与。 

5. 结语 

生态学视域下高校教师师德建设是由多种要素、特定结构联结耦合而成的生态系统网络体系。这些

要素、结构在系统关联中互利共生、协调平衡，是高校教师师德建设所处生态系统有序运转和高效发展

的逻辑理路。生态学视域下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关键是把握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构成要素及运行机制，

推进实现整体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6327


李娟，黄敏 
 

 

DOI: 10.12677/ve.2024.136327 2126 职业教育发展 
 

基金项目 

四川省生态化教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STZD2302)。 

参考文献 
[1] 林一钢, 平晓敏. 我国中小学师德建设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 基于 8 份重要政策文本的分析[J]. 全球教育展望, 

2021, 50(5): 69-80. 
[2] 陈华洲, 贠婷婷. 论思想政治教育增值评价的生成、界限及限度[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0): 50-56. 

[3] 谢余凤. 论我国高校师德建设中的主体性问题——来自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启示[J]. 现代教育科学, 
2023(3): 80-85. 

[4] 赵君, 梁茜茜, 戚杰强. 系统观念视域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范式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11): 88-90. 

[5] 涵育伦理道德, 促进教育现代化——第七届全国教育伦理学术研讨会纪要[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0, 49(1): 2+153.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6327

	生态学视域下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出场逻辑、模型构建与机制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The Logic, Model 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m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出场逻辑
	2.1. 因势而生：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外力驱动
	2.2. 因需而立：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内在需求

	3.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模型构建
	3.1. 主体要素：实践主体、信息主体以及管理主体
	3.2. 介体要素：内容资源、实践样态以及传播载体
	3.3. 环体要素：权威型约束环境及协作型养成环境

	4.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生态系统的机制探索
	4.1. 系统关联的内在机理
	4.2. 协调适应的运行机制
	4.3. 动态平衡的间性关系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