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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教育通识系列教材：教育法规与教师道德》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
教育。
这不仅成为国人的共识，而且也成为全球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当代中国，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育质量，深化
教学改革，归根到底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和水平。
没有好的教师，就难有好的教育，就难以培养高水平的学生，教育教学改革也难以进行下去。
提升教师素质尤其是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推动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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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受教育者享有其他法定的权利。
这是指受教育者除了享有以上四项权利外，还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授予受教育者的一项广泛的权利，即允许受教育者享有以上四项基本
权利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权利。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学校不得使未成年学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
舍和其他教育设施中活动，保护未成年人享有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权利。
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教育、体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2.受教育者的义务 受教育者的义务是指受教育者依法承担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的责任。
受教育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同时存在并相一致的，享受一定的权利就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履行一定的义
务就意味着可以享有相应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就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
受教育者作为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受教育者的义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而言，是指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应承担的
一切责任；从狭义而言，是指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应承担的各项责任。
这里阐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三条对学生受教育者所规定的四项基本义务，即遵纪
守法的义务、养成良好品德的义务、努力学习的义务和遵守其他制度的义务。
 （1）受教育者遵纪守法的义务。
这是指受教育者应当履行“遵守法律、法规”的义务。
法律和法规是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一切活动的基本准则，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
法规。
受教育者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遵守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和法规，这
是作为公民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
作为受教育者的公民，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时，要重点遵守其中关于学生的规定。
换言之，要注重遵守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
教育法对不同层次的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
接受初等教育的小学生，应当遵守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相一致的日常的基本法律规定和一些维护社会
安全的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以及《交通管理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做到尊重国旗、国徽；认真学习，尊敬老
师；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通管理；讲究公共卫生，保护市容整洁；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产等
。
处于中等教育阶段的中学生，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学法、懂法、守法，做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公共秩序，遵守国家各
项法律、法规等。
对于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种继续教育的受教育者来说，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若有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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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教育通识系列教材:教育法规与教师道德》讲述了提升教师素质尤其是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
，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推动我国基
础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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