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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net+”	era,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research	uncovers	the	professional	ethic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teachers	 in	 the	areas	of	 teaching	 innovation,	 inform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illusory	and	covert	nature	of	
cyberspac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recommends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ethics	education,	 improving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actively	fostering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is	expected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mong	teachers,	
thereby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the	overall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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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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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的对策。
研究揭示了教师在教学创新、信息多元化以及网络空间的虚幻性与隐蔽性等方面所遭遇的职业道德挑战。为应对这些问
题，本研究建议加强师德教育、完善评价与监督机制，并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教育环境。这些对策的
实施，预期将显著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从而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提升高校的整体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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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的浪潮汹涌推进之际，深入探讨高校教师的

职业素养及其策略应对，已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教师的专

业伦理，犹如学术殿堂中坚不可摧的基石，对高等教育机构

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保障了高等教育

的质量，更是驱动学术创新和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对于提

升教育机构的声誉与影响力，它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因此，

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寻求解决之道的

努力，变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2 “互联网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现状
解析

2.1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与要求
在数字化链接的纪元中，高等教育领域内教师职业操

守的标准与内涵更显其关键性及多维度。这种职业伦理不仅

融合了旧有的教育心态和学术诚实，还涵盖了信息认识和网

络道德观等多个维度。

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师的道德行为准则涉及他们在教

学和教育实践中需恪守的伦理规范与行为标准。这些准则贯

穿于教学理念、学术诚信和师生互动等核心层面，构筑了教

师职业操守的基石。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道德规范仍葆其

价值，但亦需与时俱进，以适应网络环境带来的新挑战。

网络伦理意识已逐渐融入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之

中。在虚拟世界中，教育工作者应率先垂范，主动传递正面信

息，排斥负面资讯，保障网络空间的清朗与和谐。这不只是对

教师个人品德的期许，更是对其肩负的社会责任的彰显 [1]。

2.2 “互联网 +”时代带来的新挑战
“互联网 +”时代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广泛应用的网络技术不仅颠覆了

传统的教学模式，而且赋予大学教师以更高效的教学素材和

互动渠道。这些改变并非完全有益，它们同时也引发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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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难题和考验 [2]。

2.2.1 教学手段创新的挑战
创新的教学方式要求教师具备更高的职业技能，例如，

教师需要熟练掌握各种在线教学平台的操作，能够运用多媒

体资源进行生动的教学展示。据统计，目前超过 70% 的高

校已经引入了智慧课堂系统，教师们需要适应这种新的教学

环境，提升自己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3]。

智慧课堂的出现，使得教学更加个性化和互动化。教

师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为每个学生制

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同时，网络教学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这就要求教师能够设计

出更具吸引力的在线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

2.2.2 信息多元化的挑战
“互联网 +”时代，网络信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海

量的信息中既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也有不良信息的存在。这

对教师的职业道德判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杂乱无章的网络

信息对教育界工作者课堂教学的品质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数

字化时代的巨大信息库中，数据量呈现指数级的膨胀，无数

的新闻、见解和学问的片段不断涌现。信息零散化易于让教

师分心，这会影响他们在准备课程时的深度探究与内容的掌

握，从而对教学品质产生不利影响。

2.2.3 网络空间虚幻且隐蔽的挑战
网络空间的虚幻性与隐蔽性，可能诱发高校教师偏离

职业道德的行为。常使人们隐藏真实身份，而这种匿名性的

诱惑，或许会削弱部分教育工作者的自律之弦。他们可能会

在数字世界的隐秘角落，放下现实世界中的道德戒备，从而

步入失范的歧途。在这片匿名的沃土上，个别人可能会窃取

智慧成果，或沉溺于不当交易的暗流。这些行为不仅玷污了

教育者的崇高使命，也给学子们的成长之路投下了阴影。

3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主要问题概述
在数字化时代，高校教师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学术

不端、教学质量不一及师生关系紧张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

问题的成因多元，既包括教师个体的内在因素，也受到外部

环境的影响。教育机构管理体系的缺陷、社会急躁情绪以及

网络世界的多变性，均对教师职业操守产生影响。

学术不端行为，如抄袭、剽窃和数据造假，严重破坏

了学术诚信，损害了高校的学术声誉。互联网的便利性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现象。教学水平的参差不齐也对教育质

量构成挑战。一些教师因过度依赖网络资源而忽视了教材的

深入研究和备课的重要性，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师生关系的

紧张关系也影响了教师的职业操守。

3.2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职业品德争议的

成因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根植于教师个体的内在因素，也

受到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

教师的个人品质与伦理观念是职业道德问题的核心。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培育语境和信念形成的差

异，导致不同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的教师在职业伦理的考验

面前，展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一些教育工作者可能缺乏坚

定的伦理信念和职业准则，容易在外界诱惑下违背职业行为

规范。

教育机构的管理体系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师资

队伍职业操守的缺失。一些高校在治理层面存在不足，难以

有效监管和规范教职工的行为。例如，学术评价体系可能过

于强调论文数量，而忽视了研究质量，这可能诱使教师在追

求个人利益时走向学术不诚实。此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师

专业发展上的投入不足，导致教师在职业道德认知上的不

足，难以形成优秀的职业行为准则。

社会急躁情绪对教师的专业品德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实利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狂热追求财富和即时收

益，而忽视了伦理和精神追求。这种氛围可能对教育工作

者构成诱惑和压力，使他们在职业操守的考验面前难以坚守

立场。

网络世界的多变性和不可预知性显著增加了高等教育

领域教师职业操守问题的紧迫性，信息技术加速了信息传

递，但也带来了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的挑战。一些教师可能

缺乏足够的信息意识和鉴别能力，容易受到网络言论的干

扰，导致道德行为偏离规范。

3.3 问题的严重影响
教职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无疑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与

教师群体的公众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些负面影响不是孤

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编织成一个错综复杂

的负面效应之网。

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其职业

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教师职业道德的缺失，如教

学敷衍、责任心缺失等，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和科研

成果，对学生的未来职业生涯埋下隐患。

教师的职业形象，作为社会行为的标杆，其言行常受

到公众的严格审视。一旦教师的职业道德出现瑕疵，如学术

不端行为——剽窃、抄袭等，不仅会严重损害教师个人的公

众形象和声誉，还会导致社会对教师群体的信任度下降。

更为关键的是，教师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职业道德问

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信誉危机。教育是国家发展

的基石，而教师则是这一基石的构建者。当公众对教师的专

业操守产生怀疑时，这些疑虑会逐渐蔓延，动摇对整个教育

系统的信任。

因此，教育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缺失，对高等教育的品

质和师资队伍的公众形象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

这些挑战，我们必须采取全面措施，加强师资道德素养的培

训与监督，重建教师的个人形象，提升教学质量，为社会的

繁荣与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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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师德教育与培训
在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机构教师的职业素养显得尤

为重要。为了显著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加强师德培育与持

续教育变得至关重要。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是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培养的有效途

径。定期举办专题讨论会和研讨会，邀请业界资深人士深入

剖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为教师提供交流平台。这些活动不

仅帮助教师深刻理解职业道德的内涵与规范，还能引导他们

树立正确的职业与道德观念。

将职业道德培养融入教师的职业成长蓝图，并将其作

为评价和晋升的重要标准，能够激励教师更加重视职业道德

的提升。这种策略将个人品德与职业成长紧密结合，有效促

进教师持续提高职业道德修养。

对于新晋教育工作者，加大职业道德教育的力度至关

重要。初出茅庐的教育工作者尚在探索职业道德的深层含义

及其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提供一系列培训课程，帮助他们

快速适应教育环境，建立高标准的职业道德。

还应鼓励教师之间在职业道德方面的经验与知识交流。

教育工作者在职业生涯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伦理困境和挑

战。通过彼此交流个体经历与感悟，他们能够为同仁提供处

理相似困境的宝贵借鉴。

4.2 完善评价与监督机制
在数字化浪潮下，对高等院校师资队伍的职业素养进

行精准评估和有效监督，变得格外关键。该策略不仅能及时

揭示并改正教师的违规行为，还能显著提高教师的职业操

守，进而确保高等教育的品质和声誉。

高等教育机构应设计一套系统化且严谨的教师职业操

守评估机制。教师职业道德的全面评估需要涵盖教学态度、

学术诚信、师生关系等多个方面的体系。通过周期性的评审

过程，能迅速识别出教师在职业操守领域的缺陷，并据此给

予具体的优化指导。

形成高效的激励与惩戒体系同样关键。优秀的职业道

德教师应得到高校的奖励和表彰，这样可以激发他们维持高

尚的职业行为标准。针对违背职业操守的教育工作者，须视

其不当行为的具体情节施以恰当的惩处，以此警示他人，防

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应当构建完善的评估体系及奖惩制

度，还应强化对教师日常行动的监管工作。定期实施的教学

评估和课堂观察有助于即时掌握教师的教学效果及职业操

守表现。同时积极促使教师和学生共同加入监察的行列。采

用座谈会、设置建议箱等手段，汇聚师生对教师职业操守的

见解与建议。

提高高等教育机构师资队伍的专业道德标准，关键在

于健全其考核与监管框架。通过实施精确的评价机制、实施

高效的激励与惩罚体系、强化常规监控和管理，以及运用网

络技术打造监管平台等策略，能够显著提高教师的专业道德

素养，从而为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3 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打造优质的教育氛围，对增进高等院校教师职业素养

有着重要影响。这不仅仅是关于教师的专业素质问题，而且

与整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气息紧密相关。为达

成此愿景，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致力于多角度的奋斗。

提升教育机构的管理效能至关重要。高校应专注于提

升管理效能，保障各种规则和制度的适宜性与功效性。通过

确立各个机构的任务界定，提升它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

而构建出效率高、条理清晰的工作氛围。

校园文明构建不可轻视。教育机构应当积极传播和践

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提倡对教师的尊重和对教育的

重视，以及促进诚信与友好的社会风气。

重建教育环境，必须促进教与学的互动对话。教育工

作者需密切跟踪学生的进步与成长，聆听他们的心声，洞察

他们的所需。学校应定期举行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会议，如

师生交流会和教学评价讨论，以此作为双方沟通的纽带。

高等教育机构还应深化与不同社会领域的联络与协作。

通过与公司、学术机构等构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携手进

行科学研究项目和人才培养等任务，促进学术与实际操作的

深度结合。

5 结语

在数字化的浪潮中，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犹如璀璨的

星辰，照亮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信息技术的进步要求教师提

升专业技能和道德标准，同时，全球化趋势促使教师拓宽国

际视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坚守学术诚信，推动知识共享

与创新。

未来，教师职业道德的提升将是一个持续过程，要求

教师不断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强化师德教育，完善评价监

督，营造良好德育环境。持续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将促进教师

职业道德的提高，为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让我们

以教师的职业道德为指引，共同照亮知识之路，引领未来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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