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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爱与奉献”教育理念的内涵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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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育是学校重要的教育活动, 教师活动的潜在动力是“爱与奉献”, “让教育充满了爱”,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 这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成功的关键点。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是教师主体对学

生主体实施德育影响的过程, “爱与奉献”教育理念中蕴含着巨大德育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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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说: “希望广大教师爱岗敬业、

关爱学生”, “要关爱每一名学生, 关心每一名学

生的成长进步,以真情、真心、真诚教育和影响学

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成为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者。”近几年, 学校认真贯彻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

见》,提出了“爱与奉献的教育”教育理念,并围绕

这一主题开展了师德师风建设。 三年来,通过教

育的深入和活动的开展, 在学校逐步构建起了

“关爱学生、奉献教育”的新型师生关系, 形成了

“治学育人、尊重奉献、互相关爱、和谐宽松”的良

好校园风气。笔者在此对“爱与奉献”的教育理念

谈一点拙见。

一、“爱与奉献”教育理念内涵

德育是学校重要的教育活动,教师活动的潜

在动力是“爱与奉献”。德育工作成功的秘诀就是

“爱与奉献”, 这是教育的出发点,是教育的真谛,

是教育的灵魂。师爱是人类复杂情感中最高尚的

情感, 它凝结着无私奉献的精神, 蕴含着巨大的

德育功能,在青年大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彰显着激

励和影响作用。

师爱——师德之魂

教师对学生的爱简称“师爱”。“爱与奉献”的

教育理念对“师爱”给予更加丰富的内容。 “师

爱”是教师对学生无私的爱,它是师德的灵魂,是

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和精髓。热爱学生,首先应

该是尊重、理解、平等对待学生; 视学生为朋友,

做到友善、宽容、耐心, 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努力为学生服务, 永远把学生的需要放在第一

位。 其次是创造宽松民主的成才环境,鼓励学生

发展个性,发展特长;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勇于探

索新的认知途径的能力。同样的师爱对大学生与

未成年的青少年所涉及的内容与表达方式有较

大的区别,大学期间的人生经历在人的一生中具

有重大的意义,是步入社会之前或者成为杰出人

才之前对今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时期,因此

高校教师的师爱更具有它的特殊性,要关心他们

人生价值的确立, 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面向

社会如何准备建功立业等等问题。总之,对学生

的热爱,就是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就是要创造

出值得崇拜的学生。“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

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 ”师爱可以归入那些最

伟大的爱之列, 她的无私性、普泽性和非占有性

决定了她的崇高。 因此,师爱是魂。

奉献—— 师德之本

奉献一词在字义上有两个含义: 恭敬地交

付, 呈献;奉献出的东西,贡献。从本质上讲,是指

个人为了某种更高的价值而自愿让渡出自己的

部分权利和自由。奉献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奉献既是一种高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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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也是一种平凡的精神;既包含着崇高的境界,

也蕴含着不同的层次; 既表现在国家和人民需要

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赴义, 也融会和渗透

在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奉献就应弘扬孺子

牛精神、蜡烛精神、园丁精神、铺路石精神, 把学

生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学生的需要作为第一

选择, 把学生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学生的满

意当作第一标准, 把学生的发展立为第一目标。

多付出,少索取,淡泊名利, 安贫乐道,甘为人梯,

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师之德,不

仅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

著,还要有“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烛成灰泪始干”

的探索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

程师的称号。“要让每个学生走向成功,先让每个

教师走向成功”这是“爱与奉献”教育理念的真

谛。因此,奉献是本。

二、“爱与奉献”是教育的本质特征

“爱与奉献”——是教育的客观要求

“爱与奉献”是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的客观要

求,是教师劳动的本质特征,是贯穿于教师全部

劳动的红线, 是支配教师一切行为的灵魂。 一个

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应无私地热爱每一个学生,

为学生健康的发展奉献自己一切。

教师是“爱与奉献”的使者, 在施教的整个过

程中, “爱与奉献”的教育理念通过教师的言传身

教“润物细无声”无限量的渗透到施教的每一个

环节。 教育的直接目标是培养人才, 培养什么样

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 取决于教师的价值观和

工作能力。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过: “作为一

个教师, 只把功课教好还不够, 最重要的是关心

学生的健康成长。 教师应当为学生一生着想,要

想想学生将来怎样一辈子做人”。教师的根本职

责是育人, “尊师”与“爱生”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

没有“爱心”的人, 是不可能为教育做出“奉献”

的,虽然他品行端正,谦恭有礼, 但只对教学质量

在意, 而对学生的成长漠不关心, 这个教师仍然

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 充其量是位“字之师”和

“事之师”,绝不是时代所需要的“人之师”, 是得

不到学生的“尊重”, 也做不好教育工作, 同样在

误人子弟。“爱与奉献”就是要把教师这一职业当

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去追求、去奉献,热爱三尺讲

台、热爱每一位学生,在爱的基础上, 奉献自己的

聪明才智、奉献自己的感情与爱心,奉献自己的

时间和精力, 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

平。

“爱与奉献”——是教育的责任

人们总是处于爱与被爱之中, 父爱之沉重,

母爱之慈祥, 友爱之纯洁,情爱之缠绵,爱具有广

博的含义,但爱也遵循了如下原则:一是配比原

则, 不同的爱,有不同的责任相匹配,如果只有爱

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爱则苍白空泛, 难以持久。

二是借贷记账原则, “有借必有贷”, 你有一颗善

良的、宽容的、真诚的爱心,同样就能得到别人的

理解、宽容和支持。三是成本效益原则,不要以为

爱只讲奉献、不求回报, 实际上爱的回报是用“货

币”无法计量的。

“爱与奉献”是一种责任,没有爱, 就无法产

生激情,无法感染学生,无法深入学生的内心世

界做心灵的交流。教师的“爱与奉献”源于对教育

事业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既是对党

和人民负责, 对学生和家长负责,也是对自己负

责。 没有责任心,就不可能认真地履行职责做一

个好教师,更不可能为人师表,育人垂范。教师要

学会在不断掏出一碗水的同时不断将知识的水

桶灌满,学会在授人以鱼的时候同时授人以渔,

学会在打造知识阶梯的时候也进行心路、灵魂、

情操的陶冶设计。教师只要胸中洋溢着对事业的

“爱”,对学生的“爱”,就能扛住重于泰山的责任。

三、“爱与奉献”的教育理念的德育效能

纵观德育研究和实践的历史,关于提升德育

效能、追求德育效能最大化, 始终是德育的关键

性问题。但人们往往把德育效能存在的差距归咎

于社会环境的障碍和德育活动内容时效性的低

下, 却忽略了影响德育效能的重要因素。在培育

优良师德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中, “爱与奉献”的

教育理念的巨大的德育效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遵循“爱与奉献”的教育理念是师德建设的

关键

师德包括狭义和广义两层含义。 狭义的师

德, 是指教师的职业道德。即教师要忠诚于人民

的教育事业, 要有强烈而持久的教育动机,这种

事业心、责任感和积极性称之为职业理想,即教

师的职业道德。 教师的职业道德突出了四个特

点, 即敬业意识、乐业意识、事业规范意识和勤业

意识。广义的师德是指对教师个人道德的全面要

求, 要自觉为人师表, 做道德的表率, 要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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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

教师的师德修养是影响学生发展的核心因

素。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教师的人格修养、知

识能力、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教育态度、个性、心

理品质都直接对学生的兴趣、倾向、思想品德、文

明习惯、道德风貌以及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产

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历代的教育家提出的“为人

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等

既是师德的规范, 又是教师良好人格品德特征的

有形体现。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

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高尚而富

有魅力的师德能产生身教重于言教的良好效果,

学生往往从教师的言谈举止中发展其性格,从教

师的威望中完善其人格的全部含义。苏霍姆林斯

基说过: “教师个人的范例, 对于受教育者的心灵

是人和东西不可替代的最有用的阳光”, 我国古

代教育家也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师德是教师工

作的灵魂,师爱与奉献又是师德的集中体现。教

师有三个层次: 字之师, 事之师,人之师, 但只有

人之师是做教师的最高境界,也是每一个教育工

作者的奋斗目标。人之师即教学生如何做一个有

品德、有才能、有修养、有情趣、有良好心态的人。

没有爱,何来师德?有位教育学家说过:对待学生

的自尊心,要像对待一朵玫瑰花上颤动欲坠的露

珠一样小心。 不尊重学生的自尊,不仅会给学生

带来真实的伤害, 而且也是师爱和师德缺失的表

现。试想如果连基本的“爱学生”都做不到,不能

深入其内心世界促进学生的成长,还拿什么来对

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呢, 还何谈热爱和奉献于

人民教育事业呢。

遵循“爱与奉献”的教育理念是构建和谐师

生关系的基础

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过程就是德育的实施

过程。德育效能与师生关系有紧密的联系。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 是社会、学校、家长、教师、学生

共同的期待, 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利于教育教

学工作顺利进行, 确保有效教学策略的实施,也

是培养和锻炼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师生不断

社会化的有效环境。

1. 高校师生关系现状

目前高校师生关系总体现状是健康的, “教

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 在提高学生素质的同时提

升教师的生命质量”、“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事

业, 是向学生播撒爱的过程”等先进的教育理念

已经成为广大高校教师的从教理念。但也存在着

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大学生年龄段处于 18— 24

岁, 个性心理特征日趋稳定, 他们在与老师的日

常交往中更要求平等关系; 由于高校教学的特

点, 师生之间的交往较多局限于课堂的集体授

课, 单独接触较少, 师生关系不密切;师生之间情

感缺失、淡化的现象较为明显, 大部分学生遇到

某些成长问题时,想到的倾诉对象是同学和好朋

友, 而决不会去想在老师那里寻求帮助; 随着学

识个性特征的成熟和信息传媒的飞速发展,大学

生的判断力和掌握的信息量不一定少于教师,在

某些方面甚至比教师的知识量还要多,更新的还

要快。学生“不唯上不唯书”,已经敢对老师提出

质疑。部分学生对老师产生不信任,师生关系存

在一定的信任危机。

2.高校师生关系现状的原因分析

( 1)认识不深, 重视不够

从师生关系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来

看, 对师生关系缺乏理性的思考,都知道师生关

系对教学的影响“大”,但影响究竟有多大,如何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如何引导师生关系的健康

发展, 对这些问题考量的不是很多,有效的措施

也很少。 另一方面,从师生关系存在的主要环境

学校来看,不论是教育管理还是在教育评价的过

程中, 没有充分考虑到师生关系这一因素,一是

很少将师生关系纳入考核、评价、管理的范畴;二

是很少注重考核、评价、管理对师生关系的引导

和影响。

( 2)愿望良好, 实践较难

沟通与交流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基础,师

生间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做出思考,只有通过沟

通和交流才能最终达成和解。但在现实生活中,

只教书不育人、少育人的现象大量存在, 许多老

师不认识自己的学生,师生之间“促膝交谈”少而

又少。国内一所高校在调查问卷中有过这样一道

题, “请写出你内心对现任老师最想说的一句

话”,答案中一些同学写到:请老师不要讲与课程

无关的内容, 按时上、下课,不要无故缺课;请您

对您、对我都负责任; 您太忙了甚至快忘记了您

是一个教学生的老师;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学生

的感受; 公平地对待每位学生,不偏心等等,这些

意见中有些意见的出现频率很高,反映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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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代表性。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有以下三

点:一是认识上差异造成进退两难。 师生之间应

该是完全平等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完全平等”

是否让老师觉得学生不尊重老师,与学生过于亲

密是否会削弱教师的“权威”,这些顾虑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二是客观环境

和条件受到制约。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教育教

学改革的深化,全天候的排课制,三学期制等等,

使专任教师处于全面紧张状态, 一些教师要担任

两门甚至两门以上的专业课,教学科研工作压力

大,客观上缺少沟通的时间。三是大学生缺乏主

动性和积极性。大学生个人意识的觉醒,民主平

等意识的增强, 决定了对老师的依赖性不强,缺

乏沟通与交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之缺乏一定

的交流时间和交流场所,使得学生疏于与教师的

交流和沟通。

3. 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德育效能

从以上高校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形成的

原因中,不难看出师生关系产生于教育又维系着

教育,对人才培养质量起着制约作用。 “爱与奉

献”教育理念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思想基础,

更是德育效能在师生关系中的有形体现。

( 1)和谐师生关系的教育功能

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过程中形成的教师与

学生的关系。学校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在师生交

往中实现的。师生关系不是单一的“教”与“学”的

关系, 而是由教学关系、管理关系、道德关系、心

理关系乃至法律关系、个人关系等多个层面构成

的关系体系。 师生中的主要人际关系集中在

“教”和“学”这两个相互渗透又互相独立的过程

统一体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这一角色不仅

在教育的过去和现在, 还是在教育的未来都将存

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手段

的更新,知识传授的渠道还在不断拓宽。在大学

教育情景中, 教师和学生的交往主要是在教学活

动中, 而且以师生之间信息的传递、交流和沟通

为前提, 高校师生关系具有两个明显特点: 教师

处于教育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地位,通过教育、

教学活动,对学生的学习、锻炼和身心发展起着

主导作用,用自己的思想学识和言行去影响学习

对象。 而学生则通过教师的指导和自己的钻研,

变教师传授的知识为自己的财富,通过教师的传

道、授业、解惑去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

促进自己在德智体诸多方面得到发展。在整个教

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教师的教授是学生获得知

识的主要源泉,学生的接受是学生掌握知识的主

观动因。另一方面, 教师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通

过自己的崇高理想、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

度、多方面的爱好兴趣等来吸引学生, 影响着大

学生的学习和行为变化, 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教师要使师生关系和谐, 教师就不仅仅以教育

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停留于三尺讲台传授

知识,还应与学生建立起信任、合作的和谐关系。

如何构建和谐、平等、交流、互动的大学师生关

系, 关键是要每一位教师从内心深处培养对学生

的“爱”和“奉献”精神, 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捧着

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才能让更多的学生

“亲其师、信其道”。 胡锦涛总书记说: “希望广大

教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要关爱每一名学生,

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以真情、真心、真诚

教育和影响学生, 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

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者。”大学应有

大爱,高校教育工作者应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

情怀,为学生的学业成才、健康成长、精神成人和

事业成功无私奉献。

( 2)构建和谐师生关系遵循的原则

师生关系是大学所有关系中最基本、最主要

的人际关系, 作为大学核心角色的教师和学生,

他们的人际关系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又关系

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 因此, 构建适应社会发

展潮流的大学师生关系新模式,需要教师、学生

共同努力。

第一、信任、宽容、和谐。 教学过程是教师和

学生认识已知世界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师生关

系应和谐顺畅, 在愉悦、轻松的氛围中完成教育

任务,教师相对学生,有“教的需要”,学生相对教

师, 有“学的需要”, 这便是师生关系得以牢固维

系的基本点和最主要的层面。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不仅是已知世界的再现者,还是未知世界的探

索者,教师扮演的是一个引导者、促进者、启发者

和管理者的角色,师生因需要的相辅性而形成的

多层面的相容包含了德育的重要因素,这一过程

也是教师主体对学生主体实施德育影响的过程,

师生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宽容、相互接纳的和谐

关系, 形成了统一的教学动态过程,只有在这种

具有文化特质的心理层面的运动中,教育的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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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才会真正体现。“和谐”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的核心特征, 也是德育效能提升的关键。

第二、平等、民主、交流。教师和学生在价值

和尊严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强弱和尊卑之分。

这种平等的关系体现在教学过程中, 就是教师以

探索知识的参与者、引导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施

教者的身份参与互动过程, 从而使教学互动具有

双向性、协同性,这是师生交往的基本准则。师生

之间的这种平等交往关系,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

尤为重要。师生双方在探索知识的活动中为所探

索的知识而吸引, 学生不会因为对教师的敬畏和

对自己无知的自卑而扼杀自己的想象力,放弃自

己的话语权,使得学生心理获得了自由, 真正显

示出主体意识,甚至“当仁不让”。作为教师,要热

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 平易近人但又不乏威慑

力。只有爱学生,才能深入其内心世界,促进学生

的成长。大学生在对教师给予他们的关心和热爱

中,体验的不仅仅是爱的温暖, 更是对老师的信

任和尊重。同时, 要在充分尊重学生的特点和个

性的同时,运用激励和强化等教育手段。引导他

们进行自我教育, 并及时给予肯定和否定。 学生

也要尊重教师,因为教师不仅是人生路上的引导

者,也是实践社会的对象。对于师生不足之处,双

方都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诚恳的态度进行必要

的沟通, 在情感上互相接纳, 互相勉励, 共同进

步。

第三、互动、共享、相辅。教育是在师生互动

基础上,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全面施加影响的过

程。 师生之间通过对话和交流达成主体间的理

解, 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 彼此之间互

惠、互补,共同获得发展。和谐的师生关系要求师

生之间良性互动,共同参与教育。 师生建立在和

谐基础上的互相适应、彼此默契、相互补充的互

动过程直接体现了德育的实质意义;师生和谐的

良性互动建构了具有强大潜在效应的德育场。

“爱与奉献”教育理念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明确“爱与奉献”教育理念的内

涵, 营造“爱与奉献”的氛围, 领悟探索“爱与奉

献”的深刻、崇高,体现“爱与奉献”的真谛,做一

名教育的阳光的使者。我们坚信以“师爱”为基

础, “奉献”为根本构建的和谐师生关系, 将会对

学校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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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Concep tion “Love and Devotion”:

ItsM ora l E ffect

Ren Yan and Zhou J in

( Pub licity Depa r tm en t o f th e CPC Yanb ian U n iv er sity C omm ittee, Y an ji, Jilin P ro v ince 133002, C h ina)

Abstract: M o ra l educa t ion constitu tes an im po r tan t edu ca tiona l act iv ity at schoo l, w h ile the teache r

is m o tiv ated by the educa tiona l concep t ion “ lov e and devo tion”. W e shou ld “ le t edu ca tion be f illed

w ith lov e”, fo r w ithou t lov e, there canno t be edu ca tion. In th is sen se, lo ve is the sta rt ing po in t o f

educat ion, a s w e ll a s a key facto r in successfu l educat ion. T he bu ild ing o f a h arm on iou s re la t ionsh ip

be tw een teache r and studen t is a p ro cess o f the teacher’ sm o ra l in f luence on the student as a m ain

body and the re fo re, the concept ion “ love and devo t ion” h as a g rea tm o ra l e ffect.

Keywords: educa t iona l concep t ion, “ lov e and devo tion”, m o ral ef 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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