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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传授知识，传承文明，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的光
荣任务。
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但他们的工作乃至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的成长甚至对学生的前途和命运产生
的影响。
    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性，应该说各种研究文章知识和领导讲话都已阐述得比较充分，而且基本意思
也大同小异。
倒是“教师素质”的内涵、结构等等问题，在理论界、教育界内部还有不少不同的见解。
    本书从新世纪、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对新世纪教师素质
及其修养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上述几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
应当说，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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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2．师德是教师素质中非智力因素的主要成分    教师素质是一个多元结构，除了文化科学知识和
技能、体魄素质之外，非智力因素则是其重要的成分。
必须高度认识优良师德在教师非智力因素中的巨大作用。
教师具备崇高的职业理想，精深的专业水平，乐观开朗的个性，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全的意志品格和
优良的师德，使其非智力因素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以优良师德为内核的教师非智力因素必然对广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对素质教
育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3．师德的示范作用对实施素质教育产生良好的效果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次全社会教育观念的大转变
和教育、教学模式的大改革。
素质教育的新模式需要在不降低智育标准的基础上，认真抓好德育和体育等诸方面工作。
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与精神文明活动，都不容许教师仅仅作壁上观，当只会评头品足的先生
，更不容许教师只能嘴上说一套，行动不见面．教师必须以良好师德，时时作表率、处处当榜样，以
自身的示范去引导学生。
正如教育家叶圣陶所说：“进步的教育偏重在熏陶。
熏陶就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渐渐地养成好思想、好习惯。
见效虽不那么快，可是它的影响是深刻的、持久的。
”当代教师若能以良好的师德取信于广大青少年学生，那么，素质教育的实施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理
想效果。
    4．师德差劣对素质教育造成障碍与负面影响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人们发现，青少年学生大多数都
会产生“向师性”的倾向，即由于崇拜和尊敬教师而发展的师言必听、师行必效、师令必从的倾向。
就向师性本身而言，反映了广大青少年学生价值评判朦胧期的一种群体心理，倒无所谓好与不好。
问题是如果遇上师德差劣者，学生们便会不分好坏、难辨美丑地将教师的所有言行视为金科玉律，全
盘接受而大加模仿。
由于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众心理，因而个别教师的师德差劣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素质培养将造成极大
的障碍与不可弥补的负面影响，直接危害到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师德有利于塑造教师理想人格    教师完美的人格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师德是教师人格塑造的重要基础和途径。
    1．师德是教师理想人格的基础    教师的道德规范源于教师个体，同时又高于教师个体。
它是千百年来无数优秀教师的品德结晶，是广大教师公认的理想人格模式。
古往今来，许多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将点滴的品德和风范不断融人教师行业的精神价值追求中，
如涓涓细流归大海，初时貌似平凡，终极浩瀚无边，蔚为大观。
作为个体的教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除了具有丰富学识为学生授业解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之
外，所追求的目标便是实现自身的理想人格。
    2．师德是教师个体人格修养的实践途径    教师个体人格的完善必须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实现，百尺
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教师只有在平凡的教书育人活动中依据师德规范的具体要求，不断规范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才
能实现个体人格的完善。
    3．优秀教师的人格修养不断充实完善师德    教师的人格修养与师德是辩证统一的。
不仅师德作为整体的价值目标吸引和指导着教师人格的逐步完善，而且优秀教师的人格修养以其个体
独特的光彩，不断辉映着整条师德的银河，使之更加绚丽夺目。
从单个教师的人格修养来看，其个体特色的影响虽是微弱的，然而这种个体的影响可以相互吸收，产
生共鸣，能够形成可观的整合效应。
无数个优秀教师颇具特色的人格修养，可以充实师德的内容，使师德体系不断更新、不断完善。
    三、师德有利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是孕育师德的广袤原野，师德是浇灌社会人才的心灵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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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1．师德是哺育一代社会新人的心灵甘露    人类社会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一代一代新老更替，构成了
人类特殊的演进形态。
而这种不断更新递进式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教师作为“传遭、授业、解惑”的社会职业角色，对青少年传授知识技能负有直接的特殊任务。
师德以其“亲其师，信其道”和“人之楷模”的双重作用，在较为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中培养塑
造一代代新人，成为他们心灵中润物细无声的思想和感情甘露。
    2．师德有利于引导社会文明行为    在人类历史各个社会形态中，精神文明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时，社会文明行为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水准的具体展现。
师德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具体文明行为，它既源于一般社会生活，又高于一般社会文明行为，理所当
然地会获得全社会的赞成和仿效。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则是这种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由于数以亿计学生“亲师性、向师性”的存在和几乎无处不在的家长的认同，教师的师德规范在引导
社会文明行为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师德有利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需要教师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
、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交往观、苦乐观和荣誉观等。
在这些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会遇到诸如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负面影响及社会生活中“黄、
赌、毒”的严重干扰。
广大教师如果具备优良的师德，就会知难而进，教师将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优势，将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真正勾画于现实社会之中，克服社会拜金主义和物欲横流的负面影响，
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所以，在特定的意义上，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角度说，崇高的师德有利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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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教师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传授知识，传承文明，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
的光荣任务。
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但他们的工作乃至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的成长甚至对学生的前途和命运产生
影响。
苏联教育家加里宁就曾经说过：“教师的世界观，他们的品行，他们的生活，他们对每一现象的态度
，都是这样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教师很有威信’那么这个教师的影响就会
在某些学生身上永远留下痕迹。
”由于青少年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而教师不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而且关系到
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正因为如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现在，全党、全国上下都在认真学习、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江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素质和全社会
的教育水平”。
我个人理解，江总书记这里说的“提高教育素质”，应该包括教育观念、教育设施、教育投入、教育
管理、教师素质、教育质量等等方面，而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教育观念的更新，要靠教师；教育设施的充分利用，要靠教师；教育教学管理的加强，要靠教师；推
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更要依靠教师。
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不可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就不可能有高素质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就
难以承担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的历史重任。
因此，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候，我们务
必要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全面素质，摆到应有的高度和地位，并
真正落到实处。
    对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性，应该说各种研究文章和领导讲话都已经阐述得比较充分，而且基本意思
也大同小异。
倒是对“教师素质”的内涵、结构等等问题，在理论界、教育界内部还有不少不同的见解。
作为理论研究，百家争鸣应该是好事。
但提高教师素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个人认为需要特别重视和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所谓“教师素质”，简单
说就是教师的质量状态，即教师（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时间内其品德、知识、能力、体格等要素构成
的综合质量水平。
它以人的一定的先天禀赋为基础，但主要是通过后天的实践锻炼以及修养而形成或达到的，而且它是
动态的。
因此，教师素质不仅需要提高，经过努力也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关键是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师资的培养
、培训工作，教师自身也要自强不息。
二是必须坚持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
不仅要重视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更要重视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不仅要重视知识水
平的提高，更要重视实际能力的提高，同时也要重视心理素质的提高，否则教师的整体素质就难以适
应教育教学工作的要求。
三是对教师素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共性的要求，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不同的要求。
我们既要按照共性的要求提高教师的素质，又应当与时俱进，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教师素质提出
新的更高的要求。
即使是共性的素质要求，也需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人类跨入21世纪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如何按照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全面提高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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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认真进行实践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朱仁宝等老师编写的《2l世纪教师素质修养》，正是从新世纪、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新世纪教师素质及其修养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上述几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
、系统、深入的阐述。
应当说，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的编写者是长期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工作的老师，书中关于教师素质修养的见解’既是他们深入研
究的成果，更是他们长期教育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
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为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提供一本有一定质量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更能对
推进提高教师素质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挥积极的作用。
                                                               吴聚芳                                                    2001年9月18日于浙江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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