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关系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关系我国

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师德师风建设受教师评价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教师评价的部分因素束缚了师德师风建设。因此，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应对师德师风评价的各个维度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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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师德师风评价的路向探讨
李  颖

目前，在教师评价中对教师教

学的评价和对科研的评价在一定程

度上是失衡的，特别是高校将科研

的评价置于主导地位，使教学和科

研处于一种严重不平衡的状态，甚

至出现某些学校的教师评价约等于

科研评价，科研评价就等于论文评

价。面对这种失衡的教师评价局

面，在科研课题立项、科研获奖、

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的教师在教学评

价中占据优势和先机，这对一些非

常勤奋的认真对待教学的教师相对

不利。

这种导向的结果就是，有些教

师会认为考核的量化指标比本人的

人格道德情操更值得重视，难以形

成奉献的价值观，会使某些教师心

态浮躁，偏离教书育人的初衷，让

一些原本有一颗教书育人初心的教

师放弃自己的职业情操，变得功利。

为了促进师德师风建设，当下的教

师评价应从弱化教育教学的“推手”

转向强化教育教学的有效机制。

随着国家法治的不断完善，也

把教师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摆

在了风口浪尖上，让人们了解到师

德师风在育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

要地位。道德评价这一评价因素在

教育实践中得到了重视和广泛运

用，在教师师德成长、个人道德形

成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

素。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做出客观

公正的师德师风评价是一个新的难

题。基于此，笔者拟对师德师风评

价的关键要素进行符合现实发展的

辩证分析，以促进教育评价改革的

有效开展。

一、 评价的主体：教师自

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相结合

要明确是谁来评价，也就是评

价的主体是谁。关于教师师德师风

的评价，无非就是教师本人对自己

行为的认识和他人对教师师德师风

方面的主观评价。只有将二者的评

价结合起来，才能更客观，更有助

于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的自我

成长与发展。

( 一 ) 教师自我评价是师德师

风评价的基础

师德规范文件已明确了教师师

德师风评价的依据和标准，教师对

自身的行为根据评价的标准作出价

值判断，就是教师师德师风的自我

评价。一方面，教师作为教育者，

具有道德评价的意愿和能力；另一

方面，让教师参与师德师风评价，

有利于调动教师参与师德师风建设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代伦理学观

点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与外部

环境和内部动力都有关系，但最根

本的是内部动力。同时，教师自我

评价的过程也是自我反思和检视的

过程，对教师自身发现缺点、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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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弥补自身缺陷有一定的警醒和

指导作用。

( 二 ) 多元主体评价是师德师

风评价客观性与真实性的保障

运用外部第三方力量，形成学

生、家长、同事和上级的多个主体

评价体系，确保师德师风评价体系

的综合性，更能体现师德师风评价

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学生评价。学生是教育活

动的主要参加者，也是教师教育的

对象客体，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

直接感受到了教师的言谈举止、行

为表现和思想言论，他们更能直接

和细致地体会到教师在思想和道德

方面的表现，以及从受教育者的角

度直观地作出评价。同时，学生本

身对教师有一定思维高度和行为表

现的期许，学生评价可以让教师直

观地看到学生眼里自己的教育态度

和教育行为表现，使自己更能针对

学生提出的建议及诉求完善自己的

教育活动，以符合学生理想中教师

的角色定位。

（2）家长评价。家庭教育是学

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基于家长对

孩子教育的关注，家长特别想了解

孩子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表

现，家长在孩子反馈及自我感受的

过程中会对教师作出相应的反应和

评价。家长评价有利于加强家校之

间的联系与沟通，同时有助于教师

在教育过程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

育方式。但家长的评价大多是间接

的，主观成分较多，而且家长的地

域差异、学历层次差异和价值观差

异等都会影响家长评价的真实性和

客观性，所以在家长评价这一维度

要适度地、有鉴别地采纳。

（3）同事评价。同事是工作中

接触最密切的伙伴，相处时间越长

彼此之间的评价更加真实。同事之

间对彼此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

工作积极性等都非常了解，对彼此

之间在师德素养和师德师风建设方

面的判断也会有自己的主张，所以

同事之间师德师风的评价相对来说

是客观和确切的，这个评价应作为

主要的评价参考。但同事之间可能

存在某一方面的竞争关系或利益冲

突关系，因此在保证客观准确的基

础上需规避某些不公正的评价，让

同事评价更科学、真实。

（4）上级评价。在原始的考核

中，上级评价是最具有可取性的，

因为涉及上级对下级工作的满意程

度，某种程度上会决定教师的绩效

成绩和薪酬水平。上级评价可以作

为评价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设置相

应的评价结果比重，但不能作为绝

对性评价因素。在上级评价的同时

还需要对教师师德师风表现进行纠

正和指引，从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角

度促进教师道德水平的提升，推动

教师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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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价的方式：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

师德师风的定性评价和定量

评价相辅相成，彼此相结合才能更

准确、客观地得出评价结果。定性

评价就是通过谈话、观察细节等方

式，对评价对象作出一定的价值观

判断。定量评价则是运用相关数据

对师德师风评价的标准量化，分条

块作出相应的评价。师德师风是内

在和外在的结合，教师的道德水平

是其内心表达和价值观的外在表

现，在教育行为之前是无法定量衡

量的，因此需要采用定性的方法。

同时，教师的教学和育人活动是综

合性的行为，道德水平、能力和积

极性等是无法详细量化的。

对教师道德水平能力等的评

价必须基于一个相对具体的教育情

景，在情景中道德能力、水平更能

细致地得以体现。因而在实施中可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师德行为准则

进行细化，进而对教师提出禁止性

规范，并进行量化考核和评价。

定量评价就是把评价目标具

体为形式多样的数据条目，从量化

的标准中对被评价对象作出具体的

评价。定量评价相对于定性评价在

很大程度上能把师德师风评价的准

确性、精确性和客观真实性得出精

准的结果输出。虽然量化评价具有

一定的优点，但如果仅片面地强调

量化评价也会有失偏颇，导致教师

道德评价的僵硬化和表面化。因

此，量化评价仅是师德师风评价的

方法，而不是唯一有效方法，还需

要有一定的定性评价，把定性评价

与定量评价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提

高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对教

师的工作态度、情感投入和价值观

等，可以多一些定性评价，而对教

师的行为表现及其在教育教学、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

效上，可以多一些量化评价。

三、 评价的依据：主观动

机与实际效果相结合

师德师风评价是在教师的教育

行为和能力表现中进行的，师德师

风评价的客体是教师的教育行为，

而行为是出于内心的思想动机，也

就是先有行为的动机，再到行为的

表现。在对师德师风进行评价的过

程中要把主观动机和外在表现结合

起来考察，才能更客观。动机和结

果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不一定

一致，甚至会相反。最好的教育行

为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而且正向，最

坏的教育行为是动机和效果都不

好，当动机和效果不一致时，首要

考察的是主体的心理动机和想法，

也就是考察的主观出发点是什么。

其次是行为效果，就是实际表现出

来的动作。从这个逻辑出发，必须

把师德师风的评价从主观的动机思

想与客观的外在行为相结合加以研

究和分析，分析之后的评价才具有

客观性和实践性，才能在强化道德

思想和规范行为上发挥重要作用，

让教育实现现象和本质的统一。

四、 评价的激励模式：个

别激励转向全体激励

当前，有些学校的领导总是

在大型的、特别严肃正式的场合大

力表彰在某些项目上拿了大奖的教

师，完全不考虑其他教师的感受，

这种只是褒奖少数教师的现象，也

体现在对教师师德师风专项的评价

中。学校设立的师德先进、师德标

兵等专项是为少数人设立的，这些

评价指标从整体上只是挑选出与

师德师风评价标准相匹配的个别

教师。

师德先进者、师德标兵有师

德垂范作用。从实际来看，师德专

项评价评选出的榜样较好地发挥了

师德示范、引领作用，但以评优评

先为目标的师德专项评价的师德示

范、引领作用有限。教师作为成年

人，他人的榜样示范作用远不如对

未成年人的影响大，加上如今的评

优评先已频繁盛行多时而导致教师

已较广泛地出现了“审美疲劳”，

从而削弱了榜样的激励作用。因而，

为建设良好师德师风，注重表彰和

褒奖少数教师甚至个别教师的教师

评价应转向注重激励全体教师的教

师评价。要发挥教师评价激励全体

教师的作用，教师荣誉的授予应普

惠化，教师评价应由管理主义评价

模式转向应答式评价模式。

综上所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担负着教学与育人的双重

使命，教师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未

来社会的文明程度、国家的富强程

度、民族的前途命运。师德师风是

教师这个职业主要的组成部分，师

德师风不单单是教师个人的品德素

养，更关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

因此，做好师德评价是教育事业的

根基和使命。（作者单位系广东科

技学院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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