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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Internet+”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changes in education. The decentraliz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ernet+” model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constructivist teaching concept. This paper explores a series of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Internet+”, 
such a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eaching situation, and learning mode, which have impacted and challenged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rough analysis,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kills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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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存在的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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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教育逐步发展并对教育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而“互联网+”模
式带来的去中心化又与建构主义的教学观有众多吻合之处。论文挖掘了“互联网+”带来的师生关系、教学情境、学习模
式等的一系列迭变给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带来冲击和挑战，以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分析给出提升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和技能修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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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勉

励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教师的道德情操向来被摆在教育

教学的重要位置。“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为教师

和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在线课程、教学视频、

电子图书、学术论文等。互联网技术促进了学生之间、学生

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在线讨论论坛、协作工具和虚拟

班级等平台使得学生可以分享想法、合作解决问题，增强学

习效果和社交能力，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学生和教师可以

跨越时空进行合作和交流。远程教学和在线协作工具使得教

育资源和专业知识可以跨越国界传播，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

合作和交流。在此背景下，高校教育的教学情境、学习模式

和师生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也让高校教师职业道德面临新

的挑战。高校教师的道德行为和职业操守能够推动教育改革

和创新，促进教育发展和提升教育质量。高校教师作为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

步和繁荣。因此，加强“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的教师的职

业道德建设十分必要。

2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
养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2.1 “互联网 +”背景下的师生认知转变
“互联网 +”带来的教学方式日益丰富：慕课、微课、

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多种形式的出现，促进了教

学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学生可以通过在线教育平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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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和电子图书等途径获取知识，这引发了对传统课堂教学

的质疑，因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进行个性化学

习，而不仅仅依赖于教师的教导。这种时空的不统一某种程

度上导致了教师与学生出现身心时空分离的情况。学生的兴

趣与学习能力本身存在差异，这时部分学生可能会直接选择

脱离课堂转向课外，因而这种师生脱离的情况是对教师“引

导者”角色的挑战。高校学生有时会因为信息获取太多从而

放松线下课程的学习。许多高校教师，特别是刚进入教师行

列的青年教师因此而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甚至导致部分教

师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怀疑，进而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态

度，不再认真备课，上课照本宣科，不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

等。这又让学生对线下课堂更加冷漠抵触，甚至产生恶性循

环。其次，信息技术会一定程度上带来教师对网络的依赖性

和教学惰性。如教师为了提升教学进度，全然不顾众多学生

的消化程度，将学生未能完全吃透的知识或内容全交由学生

自己课余进行线上自学，而不愿意为每一位学生提供针对性

的教学指导。这无疑违背了“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2.2 “互联网 +”背景下师生的功利主义倾向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信息获取和传播途径，人

们更倾向于关注符合自己利益和偏好的信息，而忽视其他可

能具有价值的信息。功利主义将每一个行为可能导致的苦乐

进行计算，不考虑这些行为之后的动机。但在一些情况下，

只考虑结果会导致行为者的行为与社会相应的道德观念和

相关准则相违背。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深

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

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

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

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这是从顶层设计角度

出发，让教师拥有更多教学自主权，从而体现教育的价值，

专注于教书育人。同时，“互联网 +”时代对教师的要求越

来越高，教育信息化对教师原有教学方法和技能带来挑战。

然而部分教师却认为这增加了他们的时间成本。学科知识、

教学知识与技术知识需要进行结合，教师才能够基本胜任职

业。而部分教师认为，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没有带来自身收

益的增长，自己却付出了更多时间成本，因此产生了职业

倦怠。

2.3 “互联网 +”背景下的投机主义问题
“互联网 +”时代催生信息的大爆炸，知识呈现出日益

鲜明的社会性、微创新性和碎片化特征，知识的传播媒介和

获取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教师会在互联网上搜集他

人的教学资源，然后将其作为自己的原创教学材料使用，从

而获得名誉或其他形式的利益。还有部分教师通过售卖教学

资源，将自己的教学资源进行整理和打包，并以商业化的方

式进行销售。甚至有人利用这些作业开办代写服务，以牟取

利益。有些教师利用信息差，将自己手上的课件讲义出售并

漫天要价。许多学习的考试科目由院校自主命题，主考院校

的专业课老师的课件，许多也是命题老师，是考生们收集的

重点。而正是有了这种市场的需求，一些老师和机构也开始

大肆做起收购和兜售课件的生意。这些行为违背了教育的原

则和伦理，不仅损害了教育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也有可能损

害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个人发展。教师应当以诚信和专业精神

履行自己的教育职责，为学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教育资源和

指导。

3 “互联网 +”时代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修养的应对措施

3.1 在教育新模式下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变得唾手可得，而经验和认识却

并非如此。优秀的老师在这些元知识上带来的巨大帮助，是

互联网难以给予的。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是知识的传

播者和引导者，也是学生发展的引导者。教师需要关注学生

的全面成长，通过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要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在互联网时代，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习的引导者和学习环境

的设计者。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倡导探

究式学习和合作学习。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

培养他们的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让他们具备批判思维和社

会责任感。在互联网时代，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教

学资源、经验和创新，促进教学的共同进步。互联网时代，

教师有更多机会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教师可以

利用数据分析和个性化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教

育方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边

界变得更加模糊，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变得更加重要。教师应

该探索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叉，培养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跨学

科思维能力。

3.2 提升高校教师的教育使命感
首先，教师应该牢记自己的教育使命，将学生的成长

和福祉置于首位，而非个人利益或功利。其次，培养学术诚

信。高校教师应该注重学术诚信，坚守学术道德和研究规范。

不抄袭、不剽窃，积极推崇学术诚信的价值观，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念。最后，提供正面榜样。作为教育者，

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正面榜样。通过自己的言行，

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端正价值观需要教师自身的自觉和努力，同时也需要教

育机构和社会的支持和引导。高校教师应该不断反思和改进

自己的教育实践，以确保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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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时代知识更新快速，教师应该成为终身学习的榜样，不

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和专业素养。参加教育研讨会、学习

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与同行交流经验，不断更新自己的教

育观念和教育实践。教师应该不断适应变化，积极探索新的

教育模式和方法，为学生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教

师应当通过反思寻找动力和目标，回顾自己为什么选择成为

一名教师，并找到激励自己的动力和目标，重新认识自己的

使命感和影响力，明确自己对学生的价值和意义。

3.3 高校教师要与时俱进，让“互联网 +”更好地

服务科研，服务教学
教师应该积极应用教育科技，将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

融入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和教育体验。教师可以利用在线

资源、教育平台和虚拟实验等工具，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

“互联网 + 教育”对教师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带来挑战，

要求教师敢于创新、勇于实践，成为创新者和示范者。首先，

教师需要积极探索和应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教学方法，设计

在线互动课堂、远程教学等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

生的参与度。其次，需要教师具备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互

联网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但同时也需要教师具备

良好的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再次，教师需要具备数据分析

和个性化教学能力：互联网教育平台的使用为教师提供了大

量学生学习数据，教师需要具备数据分析能力，深入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从而进行个性化教学设计。最后，教

师需要培养终身学习和自我更新能力：教师需要具备终身学

习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保持对新技术、新教育理念的敏感性

和学习动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能力。

3.4 构建师德师风红线
首先，高校可以建立科学、公正的教师师德师风考核

体系，对教师进行定期评估和考核。其次，高校要主动关心

一线教师，要积极发现和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再次，高校

可以利用教学质量监测技术，如在线教学平台、学习管理系

统等，对教师的教学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高校可以建立教

师心理健康的支持网络和互助机制，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

流和支持。通过开展心理健康俱乐部、心理讨论小组等活动，

教师可以相互分享经验、倾诉心声，共同面对心理问题，减

轻压力，增强心理韧性。校领导应加强对教师心理健康的关

怀和关注。定期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压力

和心理状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最后，高校应

该提供教师培训和发展机会，帮助教师不断提升教育能力和

专业素养。

4 总结

“互联网 +”时代，学生和社会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

要求更高。教师应当保持教学的专业性和高质量，不断提升

自身的教学能力，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发展。互联网技术

的快速发展意味着高校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以适

应时代的变化。教师应当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和教学效果，推动高等教育与时俱

进，培养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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