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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育德能力及其培育 *
刘 霞

(南京晓庄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的主体，育德能力是教师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能力。育德能力是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为培育学生的品德、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所具备的一般教育能力，具有全员性、关系性和价值性。育德能

力以教师的道德和人格为前提，以育德活动的组织引导为核心，以教师的道德行动为关键。教师教育和培训要把

育德能力培养作为重要目标，增强教师育德的自觉意识，开设相关德育课程，重视德育活动及其反思，建立和完

善育德能力发展的支持系统，推进育德能力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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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十九大进一步要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师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责任人。教师要成
为“经师”和“人师”统一的“大先生”，不仅需
要具备教学能力，还需要具备育德能力。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的新时代，必须高度关注教师的育
德专业化，提升教师的育德能力。

一、育德能力：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强调教师的育德能力，既是对教育本
真的回归，也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要求。从字面
上看，“教育”一词由“教”和“育”组合而成，
虽然二者都是动词，但表述的涵义不同。“教”
是一个中性的行为动词。“教，上所施，下所效
也”，强调行为的影响力和示范性，教，既可以教
善，也可以教恶。“育”则不同，“育，养子使作
善也”，明确要求培育下一代朝着善的方向发展。
“教”和“育”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带有价值涉入
的规范词，“教育是使儿童(或每个人)变成善良的
各种活动”[1]。虽然“教育”与“教唆”有着共同
的“教”，但“育”规范着“教”，教育带有道德
意义、承担伦理使命。今天我们说“德育”“智
育”“体育”，不说“德教”“智教”“体教”，
也与“育”的规范性有关。

历史地看，古代教育以传授社会生活经验为
主，社会生活经验是做人做事的经验。在技术不发
达的时代，经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所
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古代教育偏重于
道德，也称为“教化”。近代以来，随着人类认
知能力的提高，知识逐渐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脱离出
来，通过理性加工，提升并转变为科学知识。伴随
这种转变，教育也从传授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转变
为传授科学知识。所以，近代以来，以传授科学知
识为目的的教育，注重科学知识和技术理性提升，
失去了伦理道德内涵，也失去了教育的真谛。当下
之所以强调“教书育人”，是因为“教书”与“育
人”在实际工作中处于分离状态：教书是教师的事
情，育人是德育工作者的事情。教书与育人分离，
违背了教育“使人为善”的本义。赫尔巴特在《普
通教育学》中指出，教学具有教育性，不存在“无
教学的教育”，也不存在着“无教育的教学”[2]。
陶行知先生曾经批评训育与教学的分家：“把教学
看作知识范围以内的事，训育看作品行范围以内的
事，以为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不同的原理支
配的……殊不知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受同一学
习心理定律之支配的。我们如果强为分家，必致
自相矛盾，必致教知识的不管品行，管品行的不
学无术”[3]。教学与教育是一体两面的，教育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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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教学实施，但教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知识，
更是为了育人。教学具有教育性，教学是育人的手
段，育人是教学的目的。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
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
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便他
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
的”[4]。对于现代人来说，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没
有知识，不可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但知识不是目
的，成“人”才是根本。所以，教育的本意是成
“人”的教育，而非知识的堆积。

教师是教育的承担者。古代教育以伦理道德
教育为主，教师更多的是对学生道德人格的影响，
因此学生称教师为“先生”。近代教育偏于知识
教学，“教师专业”约等于“教学专业”，育人
能力被简化为“教书”的能力[5]，教师因此也被贬
为“教书匠”。把教师专业化等同于教学专业化，
这与把教育等同于教学异曲同工。苏霍姆林斯基指
出，教师“不仅是教课的老师，也是学生的教育
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6]，强调教师教
书育人的双重责任，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从注重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双基”，到新时代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强调以树人为核心，以立
德为根本，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可以说，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提出，必然要求新时代教师坚持教书
与育人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以德育德。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
考察时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
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再次
强调，教师既要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
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
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这些都反
映了新时代对教师育德能力的根本诉求。

教育是人对人的影响。师德高尚的教师，才能
引导学生走向高尚，故而，教师自身的道德人格是
引导和教育学生的前提，除此之外，教师还必须具
有教育学生的能力，即育德能力。有学者针对教师
专业化中德育维度的缺失，提出教师除了教学专业
化之外，还必须有教师的德育专业化[7]。教师德育
专业化不同于德育教师专业化，德育教师专业化指
向专门的德育教师；教师德育专业化指向每一个教
师，是每一个教师的育德能力。育德能力是教师德
育专业化的重要维度，是教师作为立德树人教育主
体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新时代教
师不仅应该成为胸怀国之大者，还应该成为立德树
人的能者[8]。能者也就是能干的人，有能力的人，

教师的育德能力就体现在真正能够把育人、育德的
规律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穿到每一节课的教学
中，体现在教育活动的每个环节，贯穿到学生成长
的每个方面。

二、育德能力的内涵、特征与构成

育德能力面向所有的学科教师，是从事教育
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教育工
作的全方面展开，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专业的德育方
法，引导指向学生的道德品格成长，促使学生成长
为大写的人。

 (一)育德能力的内涵
理解育德能力，从理解“育德”开始。从本质

看，育德与德育没有区别，因为德育的本质就是育
德，那么育德能力也就等同于德育能力。本研究之
所以使用“育德能力”而非“德育能力”，因为在
教育实践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德育作为一项专门
工作，由专门的部门和专门的人员来完成，如学校
的德育处、学生处、班主任、学生管理人员、德育
课教师等。德育能力也就被狭隘地理解为那些专门
的德育工作要具备的能力。本文所说的育德在更普
遍的意义，既包括专门的、直接的德育工作，也包
括非专门的、间接的德育工作，如教学、管理、服
务等方面。育德能力是所有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管理
工作应该具备的立德树人能力。

育德能力除了在更为普通的意义上使用，还具
有比较明显的价值取向。在心理学上，能力指个人
所具有的个性心理特征，它直接影响着活动效率和
任务的完成。一方面，能力的获得离不开知识的支
撑，无知便无能，因而，知识影响着能力并进而影
响相关活动的完成。所以，教师育德能力的形成需
要一定的德育专业知识为支撑；另一方面，育德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理解，以高尚的师德为前提，
以德育德、以德施教。教师若没有高尚的师德，即
便有组织德育活动的能力，也不表明教师有育德能
力。从这个角度所理解的育德能力，是教师在教育
教学中为培育学生的品德、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发
展所具备的教育能力。它超越了纯粹心理学意义上
的能力，赋予能力以道德的内涵，显示育德能力与
其他能力不同的价值性。

(二)育德能力的特征
育德能力面向所有教师，是教师从事育德活

动的能力，它体现在教育教学全过程，最终指向学
生的发展。因为教育目的是成“人”，而且教育是
一种价值性活动，所以，育德能力是从事教育价值
活动的根本能力。没有能力，不可能有效地组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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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没有育德能力，不可能有效组织教育活动。育
德能力是教师从事教育活动的普遍要求，具有全员
性、关系性和价值性。

1.育德能力的全员性
全员性指向育德能力的主体，回答“谁来育

德”“谁有能力育德”的问题。育德不只是通过专
门的德育活动来实现，还通过其他的教学、管理和
服务来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就
是要求所有教师、学校管理者和服务人员都要具有
育德能力。也就是说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道
德的意涵，都有道德教育的价值。当然，育德能力
对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更为重要，因为“课堂和学
校中存在着大量的道德信息，教师对待他人的行
为和态度，尤其是对待学生，展现了对于一系列道
德和伦理原则不同程度的敏感性”[9]。所以，承担
教学任务的学科教师更应具备育德能力，这是因为
教学本身就是道德事件，是传递知识与培养德行高
度一致的活动。教学具有教育性，是教学的一大规
律。育德能力的提出，主要是学科教师对学生进行
道德教育的要求。立德树人是每个教师的任务，只
有每个教师具备了育德能力，才能真正地改变只教
书、不育人或者重教书、轻育人的状况，真正地把
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以传授知识为手段，用知识
滋养人，实现立德树人的目的。当然，教师的育人
实践本身就是道德实践，育人者先育己，教师道德
实践同样能够促进教师自身师德素养和专业能力的
全面提升。

2.育德能力的关系性
能力是一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当我们说“我

有能力做某事”时，能力指向自我，是个人的一种
与客观存在交往的能量储备。在现代性视域中，能
力更多表现为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占有和支配，对外
部世界占有的越多，支配的程度越高，表明个体的
能力越强。这种占有和支配的观念影响了对道德教
育的认知，形成一种教师对学生支配和灌输的道德
教育观。比如，通常把道德教育看作教师按照既有
的道德规范对学生施加外部影响，使学生遵照特定
的道德规范行事，否则学生就会遭到惩罚。这种支
配和灌输的育德方式，虽然符合能力的定义，但不
符合现代德育的观念。道德教育不是教师对学生的
支配，而是一种相互影响，是主体间平等的交往、
移情、理解和共享。鲁洁教授指出，道德发生的
基础是人对人的理解，理解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开
放，是两个心灵的实实在在的相遇，在相遇中发生
碰撞也发生融合，在碰撞中融合”  [10]。理解意味
着人格的相遇，师生之间心灵的碰撞、情感的交流

和精神的共振、共生。所以，育德能力是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尤其是教育者对受教
育者人格的影响力。

3.育德能力的价值性
完成一项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这里的

能力是有利于高效完成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不涉
及价值判断的。然而，教育的伦理属性决定了教师
的育德能力必须具有价值性。教育是一种引人向善
的活动，必须符合伦理的标准。英国教育学者彼得
斯提出教育的三条伦理标准：首先是教育必须传授
有价值的东西；第二，教育必须包含充满活力的知
识、理解和认知洞察力；第三，教育方法、方式必
须是伦理的，把那些缺乏自觉、自愿的方法排除在
外[11]。彼得斯认为，只有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活动，
才能称为教育。这是对教育伦理属性的一般规定。
在现实中，各个国家都会根据本国的情况，对教师
行为做出伦理规定。2015年6月，美国教师教育与
认证州管理者协会(NASDTEC)发布了《教育工作
者专业道德标准》，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专业的
责任、教育工作者胜任专业要求的责任、教育工
作者对学生的责任、教育工作者对学校共同体的
责任、在技术使用中的责任和伦理问题进行了详
尽规定[12]。2018年11月，我国教育部印发了《新时
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就不同学段教师的职业行为做出了
详细的规定，很多规定是对教师育人活动的伦理要
求。教师的育人活动必须遵循相应的专业伦理和职
业道德，才能保证育德能力的价值性。故而，育德
能力指向育德、育人活动，也必须具有价值性。

(三)育德能力的构成要素
育德能力特征是对育德能力的轮廓勾勒，育德

能力的要素构成是育德能力的核心。国内关于育德
能力构成要素的直接研究不多，但有学者从教师德
育专业化的角度提出了教师的德育素养构成。李敏
认为，德育素养强调教师作为“人”的品质，聚焦
于“师—生”这一关系型存在，因此，教师德育素
养主要表现为责任心和行动力[13]。张家军、靳玉乐
提出教师的一般教育能力包括教育情怀感染力、教
师人格示范力、教育过程引导力[14]。教师的一般教
育能力，既包括教师自身人格对学生的影响，也包
括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引导。从能力的定义看，人格
本身不属于能力，但教师人格是育德能力的前提。
因为教育活动是一种道德性的价值活动，没有教师
的道德人格作前提，所谓高超的教育技艺只是虚伪
的表演，流于形式。教师的育德表现在教育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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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是在育人实践中所具有的活动能力。教师育
德活动是成人成己的活动，育德能力也表现在成人
成己的行动上。按照起点、过程和终点的顺序，教
师育德能力表现在起点上的教师人格、过程中的组
织能力、终点上的行动能力。三个方面不仅相对独
立、缺一不可，而且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共同构
成一个进阶性的有机整体。

1.教师道德和人格是育德能力的前提要求
教育是人对人的影响，是塑造人格、塑造心灵

的工作。教师是教育活动的实施者，对学生的人格
成长来说，教师自身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影
响力大于教科书知识。所以，育德对教师道德人格
有着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
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教师作为一个人，要有
良好的人品；作为一个国家公民，要有良好的公民
道德；作为专业工作者，要有高尚的师德。苏霍姆
林斯基说：“教育者的崇高的道德品质，实质上是
我们称之为教育的这个微妙的人类创造领域中获得
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15]。教师要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德是教师立身、立学、施教的基
础，是成为“大先生”的第一要求。教师是学生成
长中的重要他人和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
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要提高教师的师德水
平和人格修养，还要求教师把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通过育德活动转变为有意识的自觉影响，使教
师真正发挥“人之模范”的作用。

2.组织引导力是育德能力的核心
良好的师德和人格是育德的前提，但它属于教

师个人。只有在教育活动中，才能将师德和人格转
化为教育影响。现实教育中，有的教师虽有良好的
师德，但缺少教育教学的组织能力，也影响了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育德能力则是组织和开展实
践活动、引导学生道德发展的能力。缺少德育活动
的组织引导能力，教师再高尚的品格也难以转化为
对学生的德育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德育活动组织
引导力是育德能力的核心。

在教育活动中，组织引导能力主要有：第一，
育德活动的组织指导能力。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人在活动中得到发展，道德品格也在活
动得以生成。所以，育德必须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如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劳动活动、志愿者活动。
当然，并不是任何的活动都能够促进道德发展，
“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的有效影响取决于活动的组
织程度和人的自觉性”[16]，只有按照青少年道德发
展特点和道德教育规律，有效组织的各种活动才能
促进道德发展。第二，教师情感的亲和力。师生关

系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关系，教师的育德能力在师生
关系中体现出来。师生关系若是主客关系，教学成
为灌输，学生就成了机器。这样的教育，纵使把外
在的规范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也终究进不了学生
的心灵，最后只会是“知行分离”。“道德学习和
知识学习根本不同的一点是，知识学习是主—客关
系，而道德学习则是主—主关系”[17]。教育不是灌
输，而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精神相遇，是触
及心灵的人格对人格的影响。陶行知曾说：“真教
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
打动心的深处”[18]。所以，师生交往关系是主体间
的生命的交融，是充满情感和爱的关系。亲其师，
信其道，教师育德能力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和
亲和力。第三，课程育德能力。当下存在的“教书
多、育人少”的状况，原因是忽视了课程的育德作
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专门的思政课程，还要
使其他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
的局面。学科教师要扬弃只教书的认识，强化育
人的意识，自觉地分析和挖掘学科课程中所蕴藏
的德育资源，把知识教学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
来，把道德教育贯彻在教学全过程，体现在教学
各环节，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学生学好知识、用好
知识，使知识成为育人的有机养料，引导学生做人
做事、成人成事。

3.道德行动力是育德能力的落脚点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组织各种活动的能力是一种

做事能力。对学生道德品格形成和发展而言，教师
的育德能力不只是指向目标任务达成的做事，更是
做人，即教师自身的道德行动和道德示范。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指引下，指向做人的教师道德行动力，
比指向做事的教育活动的组织引导力更重要，做事
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道德素养和道德行动力。教师
作为教育主体，育德能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
来的，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如同孔子所说：“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教师要通过
自身的道德实践，成为道德的表率，对学生发挥引
领作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为广大教师提出了
做“四有”好教师的要求，广大教师要朝着这一目
标，增强自身素质，提升育德行动力，做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者和引领者。

三、育德能力的培育路径

育德能力是教师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能力。但
长期以来，我们把教育局限在教知识，缺少育人意
识，因此，在教师专业发展中，注重学科知识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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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教学能力的训练，忽视了育德能力。新时代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把教师育德能力的提升
放在与教学能力提升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教师专
业发展的重要一维，在职前职后教育中，有意识地
培育和锻炼教师的育德能力。

育德能力是育德意识、育德知能、育德行动
等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意识是能力的动力，教师没
有自觉的育德意识，难有育德能力；育德能力具有
价值性，离不开专业伦理规范；育德能力更是行动
力，需要教师的行动及其反思。所以，教师育德能
力的培育需要从意识、知能、实践行动等多方面入
手，全方位地促进教师育德能力的发展。

(一)提高育德认识，增强教师的育德自觉
能力的问题首先取决于想不想做、要不要做，

如果不想做、不要做，就不会有做的动力。所以，
意识是获得能力的动力机制。一些教师会认为：
“德育是德育学科老师、班主任的事情，我教语
文、教数学，德育与我无关”，这些说法都是缺
乏育德意识的表现。育德不是德育教师的专属品和
专门任务，所有教师都承担着育德责任。教育的育
德价值，是教育本质属性。教育有育德价值，这是
教育的本性。但教育不会自发育德，需要教师有意
识地开发育德资源，因而教师必须具备育德意识。
有了育德意识，教师就能够自觉主动地挖掘教育中
的育德资源，捕捉育德时机，做育德之事。对于学
科教师而言，必须增强学科育德自觉，正确认识教
育的本质，意识到育人是教育的原点，认识到育德
是教育的灵魂。这个认识越清楚，就越会觉得育德
重要，教师就会有育德的自觉性。如果我们把教学
只是看作知识的掌握，把教学目的限定在分数、成
绩上，这样功利化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
一种应试训练。真正的教育是育人、成人的活动。
所以，提高教师的育德自觉性就是要树立育人的意
识。育人是教育的原点，是教育的初心。教师做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
个时代需要的人。教师要对此要有一个清醒认识，
时时反思和追问自己：“这样教促进学生发展了
吗？”“有利于学生素养的提升吗？”新时代，教
师必须站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的高度，增强育德意
识，提高自觉性，使知识教学转化为学科育人，使
“学科人”转变为“教育人”。

(二)加强职前和职后学习，掌握必要的专业伦
理和德育原理

育德比教学难，因为教学针对的是客观知识，
育德针对的是生命情感。相对于知识来说，情感是

难以把握的，也是难教的。但这并不是不教的理
由，相反，教师必须有培养学生道德品格的勇气和
担当。一个不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做事的教师，算
不上合理的教师。在教师教育和教师培训中，我们
注重教师教学技能的训练、教学能力的提升，较少
关注教师育德能力。与教学专业化一样，育德能力
的形成也必须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教师育
德知能分为一般的知能和特殊的知能。一般的知能
是教师在所有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必须掌握的基本知
能，比如说德育工作的一般原理、方法，学生发展
的特点和行为指导；特殊的知能是在具体的工作中
需要掌握的特别的知能，比如班主任工作、课程德
育、指导学生发展、处理学生冲突等方面的知能。
教师具体掌握哪些育德知能与专业发展阶段有关，
职前偏重于育德一般知能的学习与掌握；职后根据
工作的需要，可以强化某一方面的学习和反思。
这要求师范教育必须重视教师育德知能的学习，开
设教师伦理、教育伦理、德育原理、班主任与班级
管理、学生发展与行为指导、课程思政等课程，
使师范生掌握基本的德育规律、原则、方式、方
法，掌握教学中有机渗透德育的教学方式、方
法。在职后培训中，针对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的困惑，采取案例教学和实践反思的方式，开展
主题式的、问题式的德育培训，帮助教师反思教
育观念，探讨问题解决的方法，形成正确的教育
观念。目前，无论是师范教育还是在职培训中，
对德育都关注不够。在师范教育和教师培训中增
加育德能力的教育尤为急需。

(三)重视教师的伦理反思，改进教师的育德行为
育德针对的是人的心灵和情感，人的心灵和情

感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育德难有固定的
模式，德育能力只能是个性化的“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的实践智慧。作为实践智慧的育德能力只能通
过育德实践生成。课程学习的专业伦理知识和德育
一般原理要转化为育德能力，也必须结合真实的教
育情境和教育问题展开，通过问题导向的实践，让
教师反思自己教育活动。所以，组织开展有道德的
实践活动，是培养教师育德能力的关键。教师育德
实践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活动育德，二是课
程育德。活动包括班级管理活动、学生指导活动、
评估学生、研学旅行、社会服务和劳动实践等；课
程育德是指发挥非德育类课程的育德、育人功能。
课程德育不是在学科课程教学中额外添加德育，
而是教师有意识地从教学目标设计、教育内容的挖
掘、教学方法和方式的选择等方面，有机地渗透德
育[19]。高校要像培训师范生教学技能一样，重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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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育德能力的培养，在学科教学论中加强学科德
育的设计和课堂育德的训练。因此，教育实习中，
不仅重视教学实习，也要重视德育实习，让师范生
在教育见习、实习、跟师、顶岗中，全程参与学习
如何组织课外活动、实践活动、班会、班级管理、
小组活动，如何处理学生日常交往中的人际冲突、
心理问题，如何与同事、家长交往等。对于在职教
师来说，他们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经验，要以理
论知识反思教育经验、教育观念，找到问题所在及
其根源，改进教育教学方式。要利用教研组等组建
德育共同体，引导教师开展学科德育问题研究，尝
试发现教学和学校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把其作为反
思对象，从教育伦理角度对其进行反思，改进教师
的教学行为。

(四)内外兼修，推进教师育德能力的持续发展
所谓内外兼修，是指培育教师的育德能力，既

需要外部的制度推动和保障，也需要调动教师自觉
性、积极性。教师的育德能力，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任务，它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
程，因此，需要外部制度推动和内部积极性调动，
共同促进教师育德能力的持续发展。一方面，教师
资格制度不仅要对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能
力作出规定，还必须对教师的道德、人格和育德能
力作出规定。以教师资格制度对教师育德能力的规
定为统领，审视和修订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的
内容(包括职前师范教育和职后教师培训)，以及教
师评价制度等。目前，我国的教师法和教师教育标
准等，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加强师德师
风考核，突出师德的重要性，但缺少育德能力的要
求，这需要通过制度加以明确规定，使教师真正从
职业走向专业，做一个以教书育人为专门职责的教
育者。另一方面，教师育德能力的真正发展，必须
把外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获得专业自主发
展的动力。教师育德能力最根本的是内驱力、行动
力，这就要求教师增强育德的自觉意识，成为道德
示范、道德行动的主体，通过自己的德育实践，
实现育德的目的。育德能力的形成必须通过教师
的自我实践，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设计管理育
德、学科育德等不同的专业化方式，寻找适合自
己工作特点的育德能力提升路径，在实践中提升
教师的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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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Ability and its Cultiv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Liu Xia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211171, Jiangsu)

Abstract: Teachers are the main body to implement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is the key ability for 
teachers to implement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is a general educational ability that teachers have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mora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ound personalit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staff, relationship and value.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takes teachers’ morality and personality as the premise, 
the organization and guidance of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s the core, and teachers’ moral action as the key.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hould take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as an important goal, enhance teachers’ consciousness of moral 
education, set up relevant moral education courses, pay attention to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their reflectio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Keywords: virtue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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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Virtual Experiment Teaching Abi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Feng Jibing1, Zhang Guoliang2, Jin Shuaizhen2, Wang Jun2, Zhong Zheng2, Tan Ting3, Deng Yaxin2

(1.Center for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hina(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NCET), Beijing 100031;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3.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f Hanyang District Education Bureau, 

Wuhan 430050, Hubei)

Abstrac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vitrual experiments to clarify the infi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 acceptance of virtu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took the teachers as samples, who work in experimental schools of virtual 
experiment teaching developed by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signed the model of virtual experiment acceptan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th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f users’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d it studied moderating 
effects on teachers’ acceptance of virtual experiment from gender, age, school stage and technical pro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s that: 
(1)community infiuence is the main factor to improve teachers’ acceptance; (2)the school stage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infiuence and acceptance; (3)technical proficiency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and acceptance. Finally, in order to help to scale and normalize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virtual experiment,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virtual experiment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guarantee, building the teaching community and improving the teachers’ competence.
Keywords: virtual experi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echnical acceptability; Infiuencing factors; UTAUT model

收稿日期：2022年3月6日

责任编辑：邢西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