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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
制定教师培训规划，对教师进行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业务培训”。
同时规定，教师享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的权利。
1995年12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受
委托的高等学校可以要求申请人补修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
无论从贯彻落实《教师法》、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还是根据教师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要求，教师培训
都显得非常重要。
为此，1996年4月8日原国家教委正式颁布实施了《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随后又出台了《高
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则》。
文件规定，岗前培训是新补充的高等学校教师任教前的职前培训，是国家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保证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天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的这句名言，说明从古代起，人们就已认识到教师是既当“经师”，又当“人师”。
经师教学问，人师则要教行为，教道德，教学生怎样做人。
高等学校教师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
他们应当既是学术方面的专家，又是培养造就人才的行家。
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应当具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必要的教育法规、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等方面的理论
知识，树立依法从教的观念和科学的教育观念，熟悉教育活动中的心理现象，懂得教育规律，具备良
好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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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不断深化。
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它不仅涉及学科专业本身，而且涉及教育理论与方法，不仅涉及教学内容的取舍和课程体
系的构建，而且涉及教学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更新。
因此，开展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已成为进一步提高高校教育和教学质量的一项必要措施。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应认真贯彻落实《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则》，搞好高等学校教师
岗前培训工作。
    根据《教师资格条例》规定，担任高等学校教师工作，必须取得依法认定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而取得高校教师资格的条件之一是要学习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等与教师职业关系密切的课程
。
所以，新上岗的教师要学好《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
    好的教材是教学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
为了有效实施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保证培训质量，教育部人事司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依据《高等
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编写了《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
理学》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四本岗前培训系列教材，供各地各高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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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阶级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主要是以自己所属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判断标准。
凡是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或者符合从本阶级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就是善；反之
，就是恶。
善恶是具体的，没有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善恶标准。
一般说来，善恶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其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
　　第三，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关系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精神力量，需要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
内心信念这几种道德评价方式去发挥作用。
社会舆论通过表扬和肯定一些良好的品行，批评、否定一些不良的品行，造成一种精神力量，鼓励、
制约或限制人们的行为，造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传统习惯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和道德风尚。
由于它源远流长，深人人心，并往往同民族情感、社会心理交织在一起，因此，它具有稳定性、群众
性和持久性等特点。
内心信念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道德义务的真诚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感，是人们对自己行为进行善恶评价
的精神力量。
具有高尚内心信念的人，做了合乎道德的事情，会感到“问心无愧”，得到精神的满足；做了不道德
的事情，会感到“问心有愧”，自己谴责自己。
可见，内心信念对人们主动选择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道德是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
人是社会的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
任何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同他人、同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
种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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