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所以‘学’和‘乐’是不可

分离的”［5］314。同时还要让学生知道为学之苦，“必

使学生得学之乐而耐学之苦，才是正轨。若一任学

生趋乐避苦，这是哄骗小孩的糖果子，绝不是造就人

才的教育”［5］44。
为人师，通过身教成为学生学习效仿的榜样，这

是教师必备的一项重要素质。陶行知在《我们的信

条》中提出的十八条信条中，第八条就是“教师应当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认为，“欲正人先正身，欲

责人先责己”，“师表首先自重”，因此要求教师“一

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
具体来说，就是想要学生做到的事情，教师自己首先

应该做得到，用自身的言行来感化学生。“要学生做

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 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

亲共学; 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我们深

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
一校之中，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

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5］43“凡住校的

教职员，一定要和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

守校规，断不能一个例外。”［4］97 同时，教师还要不断

地研 究、了 解 学 生 的 成 长 特 点，这 是 教 育 学 生 的

前提。
陶行知关于教师素养的论述远不止如此，虽然

已时过多年，但依然闪耀着光辉，对今日教师成长及

教师教育多有借鉴之处，很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陶 行 知． 陶 行 知 文 集 ［M］． 修 订 本． 南 京: 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2008．

［2］ 陶 行 知． 陶 行 知 全 集: 第 5 卷［M］． 成 都: 四 川 教 育 出 版

社，1991．

［3］ 陶 行 知． 陶 行 知 全 集: 第 2 卷［M］． 成 都: 四 川 教 育 出 版

社，1991．

［4］ 陶 行 知． 陶 行 知 全 集: 第 8 卷［M］． 成 都: 四 川 教 育 出 版

社，1991．

［5］ 陶 行 知． 陶 行 知 全 集: 第 1 卷［M］． 成 都: 四 川 教 育 出 版

社，1991．

［6］ 丁 丁． 陶 行 知 教 育 思 想 12 讲［M］． 合 肥: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1986．

［7］ 陶 行 知． 陶 行 知 全 集: 第 4 卷［M］． 成 都: 四 川 教 育 出 版

社，1991．

［8］ 陶行知． 陶行知教育文选［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陶行知论教师职业道德①

孟宪乐
( 洛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而且有国际声

望的教育家［1］1，正如江泽民同志于 1986 年 10 月 8
日在上海举行的陶行知诞辰 95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

讲话中所说: 陶行知的一生，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

急之时，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

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为中华民族谋取解放，为

中国教育探求新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怀着

“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

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为整个民族的利益造就人

才，作出了永远值得后世纪念的贡献。他表现出崇

高的师德修养，不愧为“万世师表”。陶行知关于教

师职业道德的思想对我们当前发展教师的职业道

德，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献身精神

陶行知认为，教师的职业道德首先表现为有坚

定的献身教育的职业意识。教师的职业意识，是其

职业情感、职业信念、职业意志、职业行为习惯的基

础。陶行知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职业信念，源于他

对教育事业战略意义的深刻理解。陶行知“深信教

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他把教育事业看作关系

到祖国、人民和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他热爱祖国，

将一生献给祖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他要求师范生必

须认定“教育是大事业”，“要有信仰心，认定教育是

大有可为的事，而且不是一时的，是永久有益于世

的”。［2］127

二、敬业精神

陶行知的敬业精神源于他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他“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所以他能以

教为荣，以教为乐。难能可贵的是陶行知坚信“最

下层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下定决心从自

身做起、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他先后拒绝了大学

教授、教育厅长职务，放弃了拟聘的武汉高等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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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长的职务，为普及教育过着“不如老妈子”的生

活。是什么力量支持他这样做呢? 这就是坚定的职

业信念所产生的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正是这

种责任心，像焊条一样把他跟教育事业紧紧地焊在

一起。陶行知希望教师“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

有大快乐，那无论是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

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教师要对自己所从事的

教育事业具有坚定的信仰，要清楚认识到教育是百

年大计的光辉大业。在他看来，做了师范生，选择了

教师职业，就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和献身人民教

育事业，在工作中做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职尽

责、敬业奉献、为人师表，“切不可当教育事业是住

旅馆的样子，住了一夜或几夜之后，不管怎么样就听

他去了”［3］12。
三、求真精神

陶行知认为教师的职责是“教人求真”，学生的

职责是“学做真人”。为了追求真理做真人，陶行知

一贯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都得到发展。真

人应该是: 做追求真理、为真理献身的人; 做人中人，

而不是做人上人; 做有理想、有道德的人; 做立志改

革、勇于创造的人; 做“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
的人，做“知情意”、“智仁勇”、“真善美”都得到和

谐发展的人。陶行知提出的求真理做真人的培养目

标，和我们今天提出的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基本精神是一

致的。
为了求真理做真人，陶行知一贯主张师生共学、

共事、共修养。他认为，“教职员和学生愿意共生

活、共甘苦。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 要学

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 要学生守的规矩，教

职员躬亲共守。我们相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

方法，是真正的教育”［2］500。真正的教育需要合格的

教师，真正的合格的好教师应该具有: 虚心; 宽容; 与

学生共甘苦; 跟民众学习; 跟小孩学习以及肃清形

式、先 生 架 子、师 生 的 严 格 界 限 等 方 面 的 素 质 和

情操。［4］785

四、好学精神

“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教到老，做到老”，这是陶行知经常用来自勉励人的

格言之一。他说:“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

能诲人不倦。”［4］144陶行知非常痛恨贩卖旧知识的教

师，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教师将自己从前所学的

知识照搬贩卖给学生的通病，陶行知明确指出: “我

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

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要想学生好学，必

须先生学好，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

厌的学生。”［4］60他终生都在探求、在学习，是“终身

学习”的楷模。在育才时期，陶行知积极探索研究，

为师生总结了许多治学良方。如做学问要坚持“五

个字”，即“一”( 研究问题要专一) 、“集”( 广泛收集

所研究的问题有关材料) 、“钻”( 钻进去弄清问题的

根源奥妙) 、“剖”( 剖析有关材料，分清真伪主次) 、
“韧”( 做学问要有韧性，不把问题弄清决不罢休) ，

等等。［4］720 － 722陶行知逝世前在沪江大学最后一次的

讲演《新中国之新教育》中提出教师要加强“五项修

养”，即: 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

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
陶行知的一生就是孜孜以求、勤奋好学的一生。

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专业精神

陶行知十分重视教师的身教。他在《古庙敲钟

录》一文中提出: “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 工不重

师，则工必粗陋; 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 人类

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但是要人敬的必先自敬，

重师首在师之自重。”［5］501教师要自敬、自重，就必须

讲究教师职业道德。陶行知一贯主张教师应当以身

作则，“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

愧为人师的地步”［4］77。陶行知十分强调“要学生做

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 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

亲共学; 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2］500。
并进而要求教师“凡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应当

做到; 凡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教师要严

于律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陶行知依据办得较好的学校提供的实际经验，

吸收中国古代教育中的若干格言，启发师范学校应

使他们培养的教师能够“以身作则; 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 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

及奋斗精神; 做人民的朋友; 有献身教育事业的决

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6］9。
六、关爱学生

陶行知对儿童充满了慈父般的爱。他认为儿童

是“生命的花朵”、“人类的精华”，未来世界是属于

他们的，人类历史将由他们继续创造。他要求教师

爱学生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

特点，而予以适当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

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了枯萎。
如果没有爱，便没有教育。他提倡用心去爱每一个

学生，只有对学生满怀热爱之心，教师才会更有激情

地工作。陶行知在重庆育才学校对学生的爱，可称

为典范。1939 年育才学校创办招生时，汉口临时保

育院的一个音乐感极强的难童正患疟疾发烧，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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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考试，陶行知就派人寻找，并亲自写信给该院院

长，表示要吸收这个孩子入学。这个难童在陶行知

的悉心教育下，成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家。陶行知常

说:“在我的世界，小孩和青年最大。”在晓庄、在育

才、在社会大学，处处充满着陶行知爱满天下的可贵

精神。［6］119

七、人格修养

陶行知非常重视教师的人格修养。他认为敬业

爱教是教师最为重要的职业美德，教师只有敬业爱

教，才能忠于职守; 只有不计名利，才能有所作为，具

有理想人格的教师才是合格的老师。所谓理想人

格，就是: 平时要以“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

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

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

能动”［4］824。陶行知从教的一生，“以人敬人，为人

师表”，把内在的精神人格的建设和外在的道德形

象塑造进行最完美的统一，是我们学习的真正典范，

不愧为“万世师表”的楷模。
陶行知是集言教与身教为一体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的一生是时时、事事、处处为人师表，以身立

教的一生。陶行知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论述，是留给

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是陶行

知对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的一大贡献。在今天，

它对于塑造教师人格、提高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水平

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新时期，我们要站在时

代的、教育的前沿，认清教师职业道德的性质、内容

及意义，使教师职业道德不再成为教师的负担而是

其前进的自觉动力。［7］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就

一定能展示伟人思想永恒而又常新的理论视野，就

一定能造就一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 21 世纪

教师队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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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当代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任 民

( 河南教育学院教育系副教授)

当代教师面临着个人发展的诸多难题，其中就

包括很多教师存在的严重的职业倦怠现象。在这种

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学习陶行知。陶行知是我国现

代著名教育家，终身致力于民众的教育事业，他丰富

的教育思想，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宝贵财富，对

我们今天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解决职业倦怠问题

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把教师职业当作神圣的事业

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首先要把教师职业当作

神圣的职业。陶行知认为，教师从事的教育工作直

接关乎国家命运、百姓福祉，因此，教师不应当把教

职仅仅当作赖以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应看到它对社

会进步的伟大的意义从而把它当作神圣的事业。早

在金陵大学毕业的典礼上，他就在毕业论文《共和

精义》中阐述了教育与建设共和的密切关系: “人民

贫，非 教 育 莫 能 富 之; 人 民 愚，非 教 育 莫 能 智

之。”［1］86后来他又说道: “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

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年人

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1］84 因此，他号

召每个教师都要有“自化化人”的神圣使命感，把教

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涤荡于乾坤，

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他在《我们的信条》一文

中说:“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

个伟大的新生命。”［2］33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启示我们: 只有把教师职业

当成神圣事业的人才能提升职业幸福感，克服职业

倦怠。
第一，把教师职业当作神圣事业的教师才有教

育兴国的社会责任感。当年他置身海船驶离祖国的

时候，目睹船舱里的工人被火烤出一身油，犹如一块

发亮的煤炭，他感到了“简直像硝镪水刻到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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