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点心得
体会 教师职业道德概念与特点(优质5

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
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点心得体会篇一

一、教师职业道德的特点

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或劳动
中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工人道德、农民道德、商业道德、
教师道德、医生道德、政治道德等各种职业道德。教师职业
是一种直接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属于一种“窗口”行业，这
就使得教师职业道德有其自身的特点。通过产品与服务对象
打交道的职业是一种“非窗口”行业，当然也有其职业道德
特点，但这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教师职业道德包括教师职业认识的提高、职业感情的培养、
职业意志的锻炼、职业理想的树立以及良好的职业行为和习
惯的养成。《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处理和调节教育过程中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保证教育过程的顺利进行，从政治、
思想感情、作风、意志和行为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要求。

教师职业道德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而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表现在对一种文化精神的历史继
承。至圣先师孔夫子在其“礼”、“乐”、“射”、“御”、
“书”、“数”六艺教学中就把“礼”当作教育的核心内容。
他曾说：“不学礼，无以立”，认为不学周礼就不能在社会



上做人。在六艺中，“礼”、“乐”、“书”三种是
他“仁”的思想的反映，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孔子在教
育中，提出了相当广泛的道德观念，如仁、义、智、恭、宽、
忠、恕、孝、悌、敏、慧等，其中有不少观点为后代长期借
鉴。而这些观念也就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的职业道德的真实
写照。比如钻研业务、精益求精以图“智”，热爱祖国、献
身教育是为“忠”，谦虚谨慎可谓“恭”，团结合作便
是“宽”。

教师职业道德的特点二是：在性质上有明显的无私性和利他
性。而这种无私性和利他性又表现在教师兼具奶牛与骆驼的
品质。人们给予奶牛的是草，它以乳汁回报人们；社会给予
教师的是堂皇的誉美之词，蜡烛如粉笔一样终成灰烬。人们
给予骆驼的是重负，却不愿想驼蹄下漫漫的黄沙之路有多长；
教师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但是否有人知道他却要忍受沙
漠干渴的苦楚和太阳的炽烤。社会以两种眼光来评判教师与
其他人，别人的职业道德如何似乎可以容忍，唯独教师不可。
教师被社会推在高高的雕像底座上，众目睽睽，不可不端端
正正、规规矩矩。如若谁想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生活，那
就不要当教师。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有的医生可以忘
掉希波克拉底誓言；学生坐在课堂里的时候，绝没有教师会
唆使他去拦路抢劫。基督教认为拯救灵魂的唯一途径是让肉
体去经受磨难，拯救灵魂重于拯救生命，而教师正是拯救灵
魂的人（从荀子的“性恶论”观点出发，塑造一个人灵魂的
过程即是拯救一个灵魂的过程），所以教师的职责要比拯救
生命的医生的职责大得多。因而救人一命不如塑造一个灵魂
的意义大影响大，这就是对于教师为什么处于一种特殊地位
的最合理解释。所以，在道德意识上，教师道德与其他职业
道德相比应有更高的水准；在道德行为上，教师道德要求教
育工作者做“人之楷模”；在道德影响上，教师道德要比其
他职业道德的影响更深、更广、更远。

说来也怪，由于教师受社会主观期望的影响，教师的形象就
变得比起本来形象更加光辉了。“皮格马林翁效应”在教师



们身上产生了神奇的作用。皮格马林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
浦路斯王，他对自己的一座少女雕像产生了爱慕之情，并热
切期望这座雕像变“活”，雕像后来真的“活”了起来。虽
然有些教师不能“齐家”，很少有教师能“治国”，更无教
书匠去“平天下”，但有很多为师者是能“正心”能“修
身”的，就这一点来说没有那个社会群体能比得过教师。
《规范》的颁布不单纯是由于教师职业道德水平低，而是国
家把提高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水准之船的纤绳递在了教师手中。

二、教师职业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的辩证关系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指出：“我们在人与
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
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人们的社会实践是
人的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必
然要受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制约，道德
品质是社会道德现象在个体身上的表现，一个人的发展取决
于和它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一个孔子
教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有1/43的可能成为颜回（孔子有3000
弟子，72贤人，贤人占弟子总数的1/43），如果一个学生接
受孔子教育的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受到三个盗跖的影响，则这
个学生有99/100的可能成为盗跖的门徒。教师是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首先应该是学生灵魂的工程师，但工程师们有时却
很难塑造起一个挺立起来的灵魂，而这却主要不是工程师的
错误。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主观和
客观、内因和外因的有机统一过程。外部环境、社会舆论、
道德评价、家长示范、学校道德教育，是道德品质形成的第
一因素，个人的学习和修养、自觉地认识和选择、意志多次
的强化是第二因素，即在个人品质形成的过程中客观因素与
外部因素是第一位的，主观因素与内因是第二位的。这说明
第一因素中的前四项和后一项都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如
果只强调学校道德教育这一方面，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了。



教师职业道德是整体职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职业道
德代表着社会一般道德的主流，决定着社会一般道德的色彩，
职业道德的堕落导致一般社会道德的严重跌落。行业之风不
正便是行业职业道德下滑的'同义语。职业道德水平从一个方
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能
够促进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发展，但当一般社会道德水
准还不太高时，没有那一个社会群体的职业道德能大大超出
一般社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一般社会道
德的提高，但也受到一般社会道德的严重制约。教师职业道
德与整体职业道德及一般社会道德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
系问题。我们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手法上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
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避免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和均衡论。
一点论是只看到一种矛盾情况或一个矛盾方面，而忽视甚至
抹煞另一种矛盾或另一个矛盾方面，如只讲提倡教师职业道
德的现实意义而忽视整体职业道德的教育。均衡论是把握不
住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或某一种矛盾的主要方
面，把各种矛盾情况或各个矛盾方面平均看待，在实践中平
均使用力量。辩证法的两点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中内在的
包含着重点论。辩证法的重点论同时是承认非重点的，重点
论中内在地包含着两点论。倘若单方面强调教师职业道德的
培养而忽视整体职业道德与一般社会道德的培养实质上是形
而上学一点论的典型表现，而这种表现又往往假冒辩证法的
重点论来迷惑视听。而一点论所造成的损失又往往大于均衡
论所造成的损失。

教师把提高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水平的希望寄托于首先提高民
族的整体职业道德水平。教师期待着其他职业道德规范的诞
生与落实。

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点心得体会篇二

教师职业道德适用的针对性表现为教师职业道德对教育善恶
的体现和专门要求，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



教师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与教师这一行业有着密切联系。
教师职业的独特性决定了教师职业道德的针对性。可以说，
教师职业道德是关于教育领域是非善恶的道德，它的一切理
论都是围绕教师职业展开的。它不仅告诉人们教师职业何以
为善的道理，而且指出了教师职业如何为善的途径。

(二)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的双重性

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始终贯穿着教书与育人的双重要求。从
最早对教师的`表述来看，教师就已被赋予了教书育人的职责。
如我国古代《礼记》中就有“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
也”，它的意思是：教师的职责是既要教学生有关具体事物
的知识，又要让学生知晓立身处世的品德。在教师职业道德
中育人被视为教书的根本。教书育人在教师职业道德中，包
含着许多实践性要求，诸如团结协作、依法执教、廉洁从教、
为人师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

(三)教师职业道德内容的全面性

总之，这都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内容的全面性。

(四)教师职业道德功能的多样性

教师职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是
相适应的，其功能具有多样性。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师这一
行业所特有的伦理现象和精神文化，构成了教师这一行业特
有的精神风貌，成为教师职业发展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教
师职业道德作为教师行为的善恶标准和观念意识，不仅是衡
量教师职业行为及其水平的重要依据，对教师行为具有引导
作用，而且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对各种关系和矛盾加以调节
或解决的重要依据，它能提高教师对其职业道德的评价能力，
促进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都说明了教师
职业道德功能具有多样性。



(五)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的典范性

教师职业道德不仅是对教师自身行为的规范要求，而且也是
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手段。“为人师表”是我们这个古老而文
明的民族中教师职业的传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是全
新的、开放式、立体式的教育，为实现教育改革和教育面向
社会的要求、完成历史赋予教师的使命，人民教师必须向自
己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为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建立起更高的
道德威望和道德形象，完善自身素质，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
和典范。同时，教师在道德与行为上必须接受来自学生与社
会的监督，把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坚持实践和培养良好学
生作为评价和检验自己道德行为的标准。

(六)教师职业道德影响的广泛性

所谓教师职业道德影响的广泛性，是指教师的思想道德不仅
影响在校学生，而且会通过学生和家长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学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教师是精神文明的倡
导者和推行者。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教师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联系越来越广，他们的思想品
德、言行举止也将越来越多地直接作用于社会。可以说，教
师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件牵动千家万户并影响千秋万代的大事，
具有重大意义。

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点心得体会篇三

教师职业道德的教育专门性，即教师职业道德对教育善恶的
专门体现性和对教育专门适用性。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一个
基本特点。教师职业道德的形成发展与教师这一行业有着密
切的联系，教师职业的独特性，决定了教师职业道德的专业
性。可以说，教师职业道德是关于教育领域是非善恶的专门
性道德。因为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围绕教师职业展开的。它不



仅告诉人们教师职业何以为善的'道理，而且指出了教师职业
如何为善的途径。

教师职业何以为善?教育是造福人类的事业。国家的发展，民
族的未来，社会的兴衰，取决于教育和教师的工作。因为教
师职业具有为善于社会、为善于人类的巨大价值，所以教师
职业是非常神圣的，由此，教师职业道德揭示了教师职业的
崇高和伟大。教师职业不仅是一个光荣而重要的岗位，而且
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

教师职业如何为善?从教师爱岗敬业的情感到乐业、勤业、精
业的践行，从教师的言传身教到教师的自我修炼，从教师的
钻研进取到教师诲人不倦的高尚情怀，从教师对学生的关爱
到教师对整个社会的关心等，都广泛涉猎，形成教师职业道
德特有的规范体系，无不包含着何以为善的道德策略。

2.教师职业道德体现教书和育人要求的一致性

教师职业道德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教书育人。可以说，这是
教师职业道德的根本所在。教师职业道德的一切内容都是围
绕这一根本问题产生的，都是与这一根本问题相联系的。

在教师职业道德中，育人被视为教书的根本，强调教师不能
以教书教学生为满足，即使他能教学生学，还没有尽他的教
之能事，他应该进一步‘教学生行’。‘行些什么’?简言之，
就是行做人之道。’，“教师不应当只传授知识，训练技能
和技巧，还要教育学生。这是教师的神圣天职。”作为一名
教师，如果只教学生读书写字、记诵经文而不引导学生感受
和理解做人的道理，那就不能为社会培养有益于社会的人。
正如法国教育家卢梭指出，对一名教师来说，重要的问题不
在于要他拿什么东西去教孩子而是要他指导孩子去怎样做人。

3.教师职业道德的全面性



在古今教育发展的长河中，教师职业道德越来越丰富，涉及
了教师职业劳动的所有问题，充分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内容
的全面性。在教师劳动价值上，它向人们揭示了教师所从事
的是人类的伟大事业，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
明发展不可缺少的;在教师职业社会地位上，它肯定了教师职
业的崇高性，把教师视为联系历史和未来的一个活的环节，
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在教师职业职责上，它强调教书育
人是根本;在教师态度和情感上，它提倡爱岗敬业，以育人为
乐;在教师形象上他要求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教师职业行
为品质上，要求尊重信任学生，关心爱护学生，要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关心集体，善于协作，要民主、平等、公正自律;
在教师职业情操上，提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从教，
不慕虚荣;在教师职业业务上，提倡不断学习，刻苦钻研，不
敷衍塞责;要求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尽心指导，循循善
诱……总之，教师职业道德充分体现了教师这一行业特有的
教师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职责、职业形象、职业规范、
职业良心、职业信念、职业作风、职业荣誉、职业情操等。

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点心得体会篇四

会议纪要通常由标题、正文、主送、抄送单位构成。

标题有两种情况，一是会议名称加纪要，如《全国农村工作
会议纪要》。二是召开会议的机关加内容加纪要，如《省经
贸委关于企业扭亏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正文一般由两部分组成。

（一）会议概况。主要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名称、主持人，
与会人员，基本议程。

（二）会议的精神和议定事项。常务会、办公会、日常工作
例会的纪要，一般包括会议内容、议定事项，有的还可概述
议定事项的意义。工作会议、专业会议和座谈会的纪要，往



往还要写出经验、做法、今后工作的意见、措施和要求。

二、会议纪要的三种写法

根据会议性质、规模、议题等不同，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写
法：

（一）集中概述法。这种写法是把会议的基本情况，讨论研
究的主要问题，与会人员的认识、议定的有关事项（包括解
决问题的措施、办法和要求等），用概括叙述的方法，进行
整体的阐述和说明。这种写法多用于召开小型会议，而且讨
论的问题比较集中单一，意见比较统一，容易贯彻操作，写
的篇幅相对短小。如果会议的议题较多，可分条列述。

（二）分项叙述法。召开大中型会议或议题较多的会议，一
般要采取分项叙述的办法，即把会议的主要内容分成几个大
的问题，然后另上标号或小标题，分项来写。这种写法侧重
于横向分析阐述，内容相对全面，问题也说得比较细，常常
包括对目的、意义、现状的分析，以及目标、任务、政策措
施等的阐述。这种纪要一般用于需要基层全面领会、深入贯
彻的会议。

（三）发言提要法。这种写法是把会上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的发言加以整理，提炼出内容要点和精神实质，然后按照发
言顺序或不同内容，分别加以阐述说明。这种写法能比较如
实地反映与会人员的意见。某些根据上级机关布置，需要了
解与会人员不同意见的会议纪要，可采用这种写法。

三、会议纪要的特点

1．内容的纪实性。会议纪要如实地反映会议内容，它不能离
开会议实际搞再创作，不能搞人为的拔高、深化和填平补齐。
否则，就会失去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违反纪实的要求。



2．表达的要点性。会议纪要是依据会议情况综合而成的。撰
写会议纪要应围绕会议主旨及主要成果来整理、提炼和概括。
重点应放在介绍会议成果，而不是叙述会议的过程，切忌记
流水帐。

3．称谓的特殊性。会议纪要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写法。由于会
议纪要反映的是与会人员的集体意志和意向，常以“会议”
作为表述主体，“会议认为”、“会议指出”、“会议决
定”、“会议要求”、“会议号召”等就是称谓特殊性的表
现。

四、会议纪要与会议记录的区别

会议纪要有别于会议记录。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第一，性质
不同：会议记录是讨论发言的实录，属事务文书。会议纪要
只记要点，是法定行政公文。第二，功能不同：会议记录一
般不公开，无须传达或传阅，只作资料存档；会议纪要通常
要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或传阅，要求贯彻执行.

会议总结、讲话、报告

会议总结（讲话、发言、报告）属于总结的`一种，在开完一
次会议这之后，一般要对会议内容进行一次回顾、分析和评
价，这就是会议总结的由来。下面以总结写法为例介绍会议
总结的写法。

一、会议总结的概念

总结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对自身某一阶段或某一项工作
进行总的回顾，找出内在规律，以指导未来实践而使用的公
文。

总结的目的，是通过对自身工作中的优点与缺点的回顾分析，
吸取经验教训，并把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以便做好今后的工作。因此，总结
在整个工作流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思想、学习和生活进行回顾而写成的总
结，不是公文，属于一般应用文。

二、会议总结的特点

(一)经验性。总结和计划相反，是在事后进行的。总结的材
料必须是真实的，是自身经历过的，包括典型材料和数据，
这样才有实践意义。经验过的事情，在写作上往往更多地采
用叙述方式。总结还应据实议事，运用画龙点睛式的议论，
提出主题，写明层义。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主要的，议
论是必要的。在写法上，以叙述说明为主。叙述不是详叙，
是概叙；说明要平实准确，不能旁征博引。

3．结尾。简明扼要、短小精悍。有两种写法：一是总结式，
对总结正文的内容用几句概括性的话来作结束。一是展望式，
用简短的语言对未来的工作作一个展望，展示美好的前景。
有的总结没有结语。

(三)落款。总结的落款要写明总结的单位名称以及成文年月
日。如果在标题中已标明了总结的单位名称，落款中这一部
分便可以省略。

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点心得体会篇五

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
和必备的品德的总和，是调节教师与他人、与社会等关系时
所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在此基础上所
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教
师职业中的特殊体现。

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业过程中进行道德选择、道德评价、



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等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要求，
它反映了教师的职业义务，体现了教师所担负的道德责任。
从总体上来说，教师职业道德是由教师职业理想、职业责任、
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业作风和职
业荣誉等因素构成的。

二、教师职业道德的特点

(一)教师职业道德适用的针对性

教师职业道德适用的针对性表现为教师职业道德对教育善恶
的体现和专门要求，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

教师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与教师这一行业有着密切联系。
教师职业的独特性决定了教师职业道德的针对性。可以说，
教师职业道德是关于教育领域是非善恶的道德，它的一切理
论都是围绕教师职业展开的。它不仅告诉人们教师职业何以
为善的道理，而且指出了教师职业如何为善的途径。

(二)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的双重性

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始终贯穿着教书与育人的双重要求。从
最早对教师的表述来看，教师就已被赋予了教书育人的职责。
如我国古代《礼记》中就有“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
也”，它的意思是：教师的职责是既要教学生有关具体事物
的知识，又要让学生知晓立身处世的品德。在教师职业道德
中育人被视为教书的根本。教书育人在教师职业道德中，包
含着许多实践性要求，诸如团结协作、依法执教、廉洁从教、
为人师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

(三)教师职业道德内容的全面性

总之，这都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内容的全面性。



(四)教师职业道德功能的多样性

教师职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和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是
相适应的，其功能具有多样性。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师这一
行业所特有的伦理现象和精神文化，构成了教师这一行业特
有的'精神风貌，成为教师职业发展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教
师职业道德作为教师行为的善恶标准和观念意识，不仅是衡
量教师职业行为及其水平的重要依据，对教师行为具有引导
作用，而且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对各种关系和矛盾加以调节
或解决的重要依据，它能提高教师对其职业道德的评价能力，
促进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都说明了教师
职业道德功能具有多样性。

(五)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的典范性

教师职业道德不仅是对教师自身行为的规范要求，而且也是
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手段。“为人师表”是我们这个古老而文
明的民族中教师职业的传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是全
新的、开放式、立体式的教育，为实现教育改革和教育面向
社会的要求、完成历史赋予教师的使命，人民教师必须向自
己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为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建立起更高的
道德威望和道德形象，完善自身素质，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
和典范。同时，教师在道德与行为上必须接受来自学生与社
会的监督，把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坚持实践和培养良好学
生作为评价和检验自己道德行为的标准。

(六)教师职业道德影响的广泛性

所谓教师职业道德影响的广泛性，是指教师的思想道德不仅
影响在校学生，而且会通过学生和家长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学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教师是精神文明的倡
导者和推行者。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教师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多，联系越来越广，他们的思想品
德、言行举止也将越来越多地直接作用于社会。可以说，教
师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件牵动千家万户并影响千秋万代的大事，
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