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路径

[摘 要] “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提出，对高校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并明确指出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

师队伍的第一标准。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工程，重点在于明确法治核心地位、确保法律秩

序实现和推动思维方式转变。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经历了探索发展、体系构建、

政策深化和持续推进四个阶段，逐渐步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轨道。与此同时，高校师德

师风建设中也仍存在制度流于形式、法规程序有待完善和法治意识薄弱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建议从

国家的法治保障、高校的制度建设和教师的法治素养等全方位出发，多措并举推动“双一流”建设背景

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进程，全面提升立德树人成效，促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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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战略部署[1]。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经历了“211

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到“双一流”建设的历程，不断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提升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

长远发展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双一流”建设的提出，也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专业技术

水平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并明确指出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第一标准[2]。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是高等学校全面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保障，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但近年

来，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时有发生，加之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的传播效应，师德师风问题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和讨论[3]。因此，如何在“双一流”背景下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

教师队伍，成为当前不能忽视的重要命题。

一、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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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师风”是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体现，“师德”是指教师的职业道德，即教师的内在精神品质与道德

素养；“师风”是指教师的外在行为，即教师的言行所形成的一种人文环境，主要包括教师的学风、教

风、作风等[4]。师德师风不仅关系到高校教师个人的形象，更影响到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对整个社

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高校不仅要从道德层面去规范教师行为，更重要的是运用法治手段，

完善制度建设，通过推动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真正把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的政策要求落到实处。

（一）明确法治核心地位

在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德治的约束力远远不够，须将德治和法治两者相结合[5]。一方面，要不

断完善行为规范的法律转化，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条款，为师德师

风行为规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构建长效机制，通过健全教育、考核、监督、奖惩等

制度体系，确保师德师风建设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二）确保法律秩序实现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要求法律规范成为一种常态化、公正执行的活动和状态，形成一种规则得到

普遍服从的法律秩序。一是保证治理程序的规范，确保师德师风问题的调查、处理和申诉等程序公正

、透明，避免权力滥用；二是建立监督和惩处机制，加强政府督导，强化社会监督，对违反师德师风

的行为依法依规给予处理；三是促进人本理念的融入，尊重教师的个性化发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

（三）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法治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一方面是教师主体的思

维转变，高校教师要具备法治精神，履行道德规范之外的法律义务，将法律标准和规范内化为行为准

则。另一方面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社会等多元主体通力协作，共同推

进师德师风建设。

二、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礼记·学记》中提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宋代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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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强调了教师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师德

师风建设，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不断推动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进程，主要分

为四个阶段。

（一）探索发展阶段（1949年-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教育制度经历了重建，高校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不断调整，高校师德师风建设

进入高度政治导向下的探索发展阶段。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

工作的指示》，要求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1952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试行政

治工作制度的指示》，要求加强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6]；1960年国务院颁发《关于高等

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水平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因素[

7]。

这一阶段，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是教师思想政治素养，强调教师的政治立场和思想道德教育，对

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为后续的教育发展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体系构建阶段（1978年-1998年）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法制体系建设，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

破，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进入教师职业道德的体系构建阶段。197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

责及考核的暂行规定》，推动我国高校教师评价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198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实行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我国开始实施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1986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

教师职务试行条例》，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制度建立；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5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这三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明确了高

校教师的权利、义务，成为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6-7]。

这一阶段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是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旨在引导教师秉持崇高的职业道德和精神，

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并通过构建教师职业道德体系，为高校师德师风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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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深化阶段（1999年-2011年）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体系建设，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进入理论和实践同步发展的

政策深化阶段。1999年《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2001年《关于加强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旨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确保教师队伍质量提升；2002年《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和

2009年《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旨在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

围；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师德建设的要求和任务；2011年《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了具体的行为规范，旨在全面提高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水平[5]。

这一阶段，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是教师学术道德素养，更加聚焦重点问题，制度建设更加体系化

，教师行为更加规范化，建设路径更加多样化，为高校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推进提供了法治保障。

（四）持续推进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将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到新的战

略高度，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进入不断完善的持续推进阶段

。

2012年《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2013年《关于加强和改进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思想引领、强化师德建设[7]；2014年《关于建立

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强调了师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2018年《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

德树人职责的意见》对研究生导师提出了明确要求[7]；2018年《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对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2018年《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

完善了针对师德失范行为的调查处理机制；201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提

出了建立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的新要求[6]。

这一阶段，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是教师专业伦理素养，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文件更加精准化、具

体化、规范化，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治化制度体系，加快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师德师风建

设法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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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的实践成效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师德师风建设主要依赖于朴素的道德教化，而法律具有普遍约束性、规范性和强

制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将师德师风法治化作为依法治教的重要路径，推进师德师风

建设从道德层面的倡导迈向法律制度的构建[3]，现实意义重大。

从总体思路上看，近年来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

师法治素养，并将具有外部强制力的法治与内部自制力的德治相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在高校师德师风

建设中的协同作用，确保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和教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从历史发展上看，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经历了探索发展、体系构建、政策深化和持续推进四个阶段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教师综合素养不断提升，教师队伍师德师风总体向好，绝大多

数教师都能做到尊重学问、关爱学生、严于律己、为人师表，师德师风建设成果显著。

从制度设计上看，我国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经历了从宏观指导向微观规范的转变。党和国家聚焦不同时

期师德师风建设重点，制定了系列教育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实现了从原则性纲领向精细化规范

的转变，形成了师德师风建设新格局。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不断完善，长效机制不断健全，法治化进程不断

加快，逐渐步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轨道。

四、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的现实困境

当前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依然存在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制度流于形式

在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下，部分高校教师过分追求物质利益，把成果评比、职称晋升作为唯一追求，育

人意识淡漠，导致一些违反师德师风规范的行为频现。部分高校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重视度不够，在

教师的人才引进和考核评聘时过度关注学术背景、成果层次等硬性指标，而轻视对师德师风的考察。

具体而言，目前高校对师德师风建设仍然缺乏长远规划，处于“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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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境。

（二）法规程序有待完善

在现阶段师德师风建设中，道德要求只是基础，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更应严格规范、加强引导。虽

然“师德师风”在法治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内涵逐渐丰富，但仍时常存在无法可依的现实窘境。第一，

相关法律法规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一概而论。第二，相关法律法

规缺少具体的处理条款，如对违反师德相关要求的行为，常出现“根据职责权限和责任划分进行问责”“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等模糊表述[8]。第三，各项文件缺乏统一标准，如教师评优时，对于师德师

风的量化没有形成标准和体系，处罚和奖惩机制也未具体化。总体而言，当前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缺乏

深层次、实质性的抓手。

（三）法治意识薄弱

习近平指出，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但目前仍有部分高校教师存在法治意识薄弱

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教师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从教意识，不善于通过法治途径正确处理工作中

的问题。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对教育法律法规情感疏离，缺乏坚定的法治信念和责任意识，对自身要

求也不够严格，认为只要不违法违规即可，未能养成自觉用法治思维来规范自身言行的良好习惯[8]。

五、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的实施路径

作为一项重要且长期的工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任重而道远，要从法治角度出发将师德师风建

设与法律法规相结合，多措并举构建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长效机制，加快推进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

化进程。

（一）国家层面：提供法治保障

2024年全国教育政策法治工作会议强调了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要加强法治建设，以教育法

典编纂为引领，系统推进教育立法工作。新时代的师德师风建设，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提升教育

领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增强教育系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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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法治建设，可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立法层

面，完善现有师德师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与时俱进；在法律框架下，科学制定师德师风相关

政策，明确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细化实施细则；推进教育法典编纂工作，整合现行教育

法律法规，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教育法律体系。第二，执法层面，对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教师依法

依规进行惩戒，确保执法公平、公正；提高教育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执法能力，确保执法规范；建

立和完善教育执法监督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师德师风建设的监督工作，确保执法公开、透明。第

三，普法层面，普及师德师风相关法律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教育法律意识；开展师德师风法治教育，

培养教师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建立师德师风法治宣传机制，提高公众对师德师风法治的认识和理解

，促进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法治化。

（二）高校层面：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在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进程中，高校各部门要将法治理念融入服务管理工作各环节，利用教育评

价改革的契机，严格落实师德师风建设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高校应从党建、引人、考评、奖惩和监督等多方面考虑，推进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治化的

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落实落地。第一，坚持党建引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实现党建与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协调与统一，用科学的理论武装铸牢教师信仰信念之魂。第二，完

善引才机制，要对引进教师进行全方位考评，除在学历学位、科研成果等硬件指标上，还要加强与检

察、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严格执行师德标准，落实一票否决制。第三，完善考评体系，深入推进

教师评价改革，改变“唯论文”的评价方式，把师德师风考核结果作为考核晋升、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之一。第四，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加大对师德高尚教师的表彰力度，对违反师德规范行为的教师，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五，强化日常监督，要进一步完善高校内部监督机制

的关键环节，营造有利于教书育人、端正学术风气的良好氛围。

（三）个人层面：增强法治意识，提升师德修养

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使命[9]，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只有在

教育实践中不断增强法治意识，自觉提升师德修养，严以律己，为人师表，才能切实肩负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使命。

                             ?? 7 / 10



高校教师法治意识的增强和师德修养的提升是推动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进程的重要环节。教师要将自

律与他律相结合，把外在的法律规定内化为自身的法治素养和道德修养。第一，坚持高线引领，加大

先进教师典型选树力度，充分发挥榜样作用。要定期开展师德演讲、师德模范评选等建设活动，深入

发掘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以真人真事诠释师德内涵，形成争创师德典型的良好氛围。第二，坚

持主线贯穿，将师德师风法治化学习教育列入工作要点，通过常态化开展宣传、学习和培训等活动，

做到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教育，充分激发教师立德树人主体意识，全面提升教师法治意识和师德

修养。第三，坚持红线约束，对师德违规零容忍。要切实落实师德问题核查报告责任，利用高校教师

违反师德师风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提醒教师自律，将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转化为习惯，时刻贯穿

于教师日常工作中，切实提升立德树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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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galization Path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LUO Lan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explicitly stated that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should be the primary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ing team. As a long-term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focuses on clarify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rule of law, ens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legal order and promoting the change in mindse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universitie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policy deepening and

continuous advancement, gradually entering a track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formalization of systems,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legal

procedures, and a weak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should be taken from the national rule of law guarantees,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legal literacy of teachers, to promote the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background. This will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words: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 9 / 10



legalization;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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