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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学科

考试大纲与说明
（2022 年版）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一）考试性质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制度是我国针对高等学校教师行业的职

业准入实行的一项职业资格认定制度，对规范高等学校教师任

用标准，促进高等学校教师职业专业化，提高高等学校教育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和

教育部《<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组织领导，广西壮族自治

区招生考试院负责实施的职业资格认定考试，考试结果将成为

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的条件之一。

（二）考试目的

通过本学科的考试，考查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对高校

教师职业道德基本原理的理解，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高

校教师师德修养的掌握，以及运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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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职业行为的基本能力，使申请人自觉践行高校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二、命题依据和原则

（一）命题依据

根据此《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学科考试大纲及说

明》，参考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

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结合我区高校新

入职教师的实际情况进行命题。

（二）命题原则

1.导向性原则。

反映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求，引导考生做好职前准备，

充分发挥教师资格理论考试的导向作用，促进考生不断学习领

会教师职业道德的原理、规范和要求，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做

一名“四有”好老师。

2.科学性原则。

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的性质、特点和要求；遵

循考生的认知水平、认知规律和发展要求；注重考查内容的基

础性与发展性；选用素材紧密联系高校教师工作实际；试题内

容科学、严谨，语言表述规范、准确，试题答案准确、合理。

3.客观性原则。

试题内容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广的覆盖面， 反映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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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业道德的特点、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试题的题型、难度

比例适当，效度高，能够客观评价考生的学习水平。

4.基础性原则。

重点考查考生掌握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基础知识及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目标分为了解、理解、运用三个知识

和能力水平层次。杜绝偏题、怪题。

5.公平性原则。

面向全体考生，充分考虑不同专业考生的实际，避免经

济、历史、文化、地域、民族、性别等背景差异对考生正常答

题的影响。符合考生的生活实际，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

6.人文性原则。

全面体现为考生服务的宗旨，充分考虑考生答题的心理需

求，努力创设宽松的环境，在试卷中合理设置相关提示，帮助

考生正常发挥，给予考生人文关怀。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水平层次说明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要

求由低到高依次是了解、理解、运用三个层次，高水平层次的

测试要求包含低水平层次的测试要求。

1.了解水平。

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要求有正确的认识，能够模仿、辨

认、区分、比较、复述、再现。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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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有：了解、知道、说出、比较、简述等。

2.理解水平。

领会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修养

途径，能够解释、说明、判断、预期、分类、归纳、概述有关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动词

有：理解、描述、说明、表达、推测、想象、判断等。

3.运用水平。

能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原理、规范和要求对高等教育实践

中的教师职业道德现象进行解读、分析、推断和预测，能对高

校教师践履职业道德中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一层次所

涉及的主要行为动词有：掌握、使用、运用、解决问题等。

（二）考试内容和要求

1.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概述。

（1）道德、职业道德与教师职业道德。

理解道德的含义。描述道德的特征与功能。理解职业道德

的含义、特征和作用。掌握教师职业道德的含义、特点和作

用。

（2）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结构与本质。

掌握教师职业道德的结构。掌握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本

质。

（3）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掌握教师职业道德的功能，并运用教师职业道德的功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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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实际问题。说明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作用。

2.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继承。

（1）中国传统教师职业道德。

了解中国传统师德的理念。掌握中国传统师德的规范。理

解中国传统师德的特点。

（2）西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

了解西方传统师德的理念。理解西方传统师德的规范。简

述西方传统师德的特点。

（3）弘扬中外优秀的传统教师职业道德。

理解中西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共性。理解中西方传统教

师职业道德的差异。说明中西方传统师德对新时代师德建设的

价值与意义。

3.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范畴。

（1）高校教师的道德义务。

了解高校教师道德义务的含义、本质及特点。简述高校教

师道德义务的作用与履行。掌握高校教师道德义务行为的培

养。

（2）高校教师的道德良心。

了解高校教师道德良心的含义、本质及特点。简述高校教

师道德良心的作用。理解高校教师道德良心的内容。掌握高校

教师道德良心的培养与践行。

（3）高校教师的道德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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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校教师道德公正的含义。理解高校教师道德公正的

本质及特点。说明高校教师道德公正的意义。掌握高校教师道

德公正的实现。

（4）高校教师的道德荣誉。

了解高校教师道德荣誉的含义。理解高校教师道德荣誉的

本质及特点。掌握如何正确对待高校教师道德荣誉。掌握新时

代高校教师的道德荣誉的要求。

4.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1）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掌握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爱国守法、教书育

人、敬业爱生、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

（2）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践行。

理解高校教师教学工作的道德要求。了解学术道德的含

义。理解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义。掌握高校教师的学术道德

规范。运用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道德规范解决实际问题。

（3）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及师德底线。

理解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掌握新时代高校

教师师德建设的举措。掌握高校教师师德建设机制。掌握高校

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处理。掌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六禁

令”。掌握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掌握教师廉洁

自律和厉行节约“八不准”。掌握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运用高校教师师德底线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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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校教师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

（1）高校教师人际关系的特征类型。

了解人际关系的含义、特点。理解高校教师人际关系的特

征。说明高校教师人际关系的类型。

（2）高校教师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

掌握高校教师之间人际关系的本质。掌握高校教师之间关

系的道德规范要求。

（3）高校教师与学生关系的道德规范。

掌握教师与学生人际关系的本质。掌握高校教师与学生人

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要求，并能运用师生间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

要求解决实际问题。

（4）高校教师与学生家长关系的道德规范。

理解高校教师与学生家长人际关系的本质。运用高校教师

与学生家长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要求解决实际问题。

（5）高校教师与领导关系的道德规范。

理解高校教师与领导关系的本质。掌握高校教师与领导关

系的道德规范要求，并能运用高校教师与领导关系的规范要求

解决实际问题。

（6）高校教师与管理人员关系的道德规范。

理解高校教师与管理人员人际关系的本质。掌握教师与管

理人员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要求。

6.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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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意义和功能。

描述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内涵。理解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

意义。理解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功能。

（2）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原则、依据和标准。

理解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原则。掌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

依据。掌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标准。

（3）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形式、手段和方法。

了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形式。掌握高校教师职业道

德评价的手段。运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方法。

7.高校教师高尚人格的塑造。

（1）高校教师人格的内涵与外延。

了解教师人格的内涵。理解高校教师高尚人格的内涵。掌

握高校教师人格的构成要素。

（2）高校教师高尚人格的力量。

理解高校教师高尚人格的基本精神和特征。理解高校教师

高尚人格力量的内涵和作用。

（3）高校教师高尚人格的塑造。

理解高校教师高尚人格塑造的价值追求。掌握和运用高校

教师高尚人格塑造的基本途径。

8.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1）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意义。

了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含义和特征。理解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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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掌握信息化时代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素质的冲击和新要求。掌握“四有”好老师的标准。

（2）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

掌握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相统一的原则。运用道德他律与

道德自律相结合的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运用职前培养与职后养

成相衔接的途径提高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3）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方法。

掌握学思结合、内省慎独、知行合一、内修外养、遵从礼

仪等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方法。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开卷、笔试形式。

全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

（二）试卷结构

1.题型与分值。

题型 题量 分值

单项选择题 10 10

多项选择题 5 10

辨析题 3 24

简答题 4 20

论述题 2 24

材料分析题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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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结构。

考试内容模块 分值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概述 约 8

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继承 约 8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范畴 约 12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约 18

高校教师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 约 8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 约 14

高校教师高尚人格的塑造 约 14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约 18

总分 100 分

3.不同难度试题分数比例。

容易题、中等难度题、较难题的赋分比例约为 6∶3∶1。

4.不同水平层次分数比例。

了解约占 25%，理解约占 45%，运用约占 30%。

五、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

合题意的，把你所选的选项前的字母填在答题卡上。错选、多选．．．．．

或未选均不得分。．．．．．．．．每小题1分）

【例】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现象，它决

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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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会政治关系 B．社会经济关系

C．社会文化关系 D．社会生活关系

考查目的：考查考生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本质的理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本质的理

解。作为高等教育活动中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体系，高校教师

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道德一样，同样

受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制约。然而，这种制约作用是通过许多中

间环节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直接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

一定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它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向教育

提出对某类人才的需求，并规定高等教育活动的任务、性质、

内容以及教师的社会地位，以此来规范和指导高校教师在教育

活动过程中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确定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容

与本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产生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物质

基础是社会经济关系。其二，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必然

引起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变化。其三，一定社会的经济关

系通过上层建筑向教师提出职业道德要求。因此，正确答案选

B。本题属于理解层次，中等难度题。

答案：B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给出的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

正确的，把你所选的选项前的字母填在答题卡上。错．选、多选或未．．．．．．

选均不得分，少选且选择正确的，每选对一个选项给．．．．．．．．．．．．．．．．．．．．．．．0.5．．．分．。每小

题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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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校教师与管理人员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的要求有

A．平等尊重 B．虚心请教

C．理解宽容 D．真诚感谢

考查目的：考查考生对高校教师与管理人员人际关系道德

规范要求的掌握和运用。

解析：在工作中，教师不可避免地要与学校的管理人员和

教辅人员打交道，教师在处理与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人际关系

时，应遵守平等尊重、虚心请教、理解宽容、真诚感谢的道德

规范要求。一是在校园里，相对来说高校教师是学历高、学问

高、身份高的人群，有个别人会有一种身份优越感，这表现在

与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的交往中，有可能看不起管理人员和教

辅人员，因此，在处理与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的关系时，教师

要有一颗平常心，对他们有平等的尊重和礼貌。二是教师学问

虽高，但也只是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对管理上的事情可能并不

在行。教师要虚心请教有关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认真听取他

们的意见和解释。三是正常情况下，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对前

来办事或工作的教师都会热情接待的，但有时也有个别管理人

员或教辅人员缺乏热情和耐心，对此，教师应该学会理解和宽

容，做到理性对待。四是高校教师对每一个帮助自己办理事

务、解决问题的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都应该真诚表达感谢，

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价值感和成就感，从而可以建立起友好

的关系，更利于今后工作的合作与开展。因此，选项ABCD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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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本题属于应用层次，较难题。

答案：ABCD

评分标准：

得分 答题情况

2 分 ABCD

1.5分 只选ABC；只选ABD；只选ACD；只选BCD

1 分 只选AB；只选AC；只选AD；只选BC；只选BD；只选CD

0.5 分 只选 A;只选 B; 只选 C;只选 D

0 分 错选、多选或未选

（三）辨析题（先判断下列说法的对错，然后简要说明理

由，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例】教育传统习俗是教师对自己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

的一种内在基础和内在力量。

考查目的：考查考生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手段的掌

握。

解析：高校教师行为道德评价的手段或表达形式主要包括

校内外舆论、教育传统习俗和教师内心信念。其中校内外舆

论和教育传统习俗是被评价的行为者外部的手段和形式，教

师内心信念则是被评价的行为者内部的手段和形式。它们以

各自的方式通过对教师道德行为进行善恶判断。教育传统习

俗是在长期的教育职业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习以为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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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在道德评价中，教育传统习俗有其特殊功能。首先，

它是评价教育行为善恶最简易的起码尺度。其次，它是评价

教育行为总体善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再次，它是巩固道德

评价成果的重要形式。任何社会的教育传统习俗都有两重

性；同一社会的教育传统习俗中也有新旧两种因素的对立；

旧的教育传统习俗中，既有不适合甚至严重阻碍新社会发展

的因素，也有能够继续适合或有益于新的社会需要的因素。

要扶持新的教育传统习俗，改造和利用旧的教育传统习俗中

的合理因素，形成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新习俗。而教师内心

信念是教师对自己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一种内在基础和

内在力量，是教师个人发自内心对某种教师道德理想、道德

观念和道德原则的坚定信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实现相应

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即良心。它具有自觉性、内在性、

动力性和强制性，是其他社会力量所不能替代的。综上分析，

该命题观点是错误的。本题属于应用层次，较难题。

答案要点：

（1）错误。

（2）教育传统习俗是在长期的教育职业中形成的一种稳

定的习以为常的行为倾向。

（3）教师内心信念是教师对自己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

的一种内在基础和内在力量，是教师个人发自内心对某种教师

道德理想、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的坚定信仰，以及由此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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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实现相应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即良心。

（四）简答题

【例】简述中西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共性。

考查目的：考查考生对中西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共性的理

解。

解析：本题主要考核的知识点是中西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

的共性，要求考生了解中西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共性。传统

教师职业道德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文化在地域、民族之间

横向传递，中西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存在着多方面共性：第一，

将师生关系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在强调师生关系这

个维度上，西方传统师德普遍重视师生关系的处理，强调教师

应该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中国传统师

德多表现为“师为上，生为下”，纵使师生地位不对等，但在

传统师德中师生并非只是非上即下的简单二维关系，而是多维

的。师生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因素，维系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成为中西方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部分。第二，强调学思并重，

注意启发学生思考。就教师责任而言，中西方都强调学思结合，

在启发学生思考的同时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善恶。孔子最早提

出启发式教学，强调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要引导学生将学习

与思考置于同等地位。西方注重启发学生思考的教育家也不在

少数。如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等。第三，注重帮助学生学会

明辨是非善恶。在教师的责任上，中西方师德在帮助学生分是

非、明善恶上是有共识的。韩愈强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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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区分是非曲直，明辨善恶。而柏拉图认为

教师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划清其自身行为的是非界限，指明正确

的道路是教师的责任。第四，强调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榜样作

用。中国传统师德都注重教师为人师表的表率作用。孔子就提

出“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的原则。洛克也强调教师应当

以身作则，认识到自己的道德品质、学识修养对学生个人的成

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教师必须意识到“做导师的自己

应当具有良好的教育，随人、随时、随地，都有适当的举止和

礼貌”。本题属于理解层次，中等难度题。

答案要点：

（1）将师生关系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

（2）强调学思并重，注意启发学生思考；

（3）注重帮助学生学会明辨是非善恶；

（4）强调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榜样作用。

（五）论述题

【例】联系实际，谈谈高校教师应如何遵守师生间的道德

规范要求。

考查目的：考查考生对高校教师与学生人际关系道德规

范要求的掌握和运用。

解析：本题主要考核的知识点是高校教师与学生人际关

系的道德规范要求，要求考生能联系实际掌握高校教师与学

生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要求，考核考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在

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不可避免地与学生发生一定的人



17

际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教学活动的过程之中，也会延

伸到教学活动过程之外。而师生关系的质量，不仅影响学生

的学业发展，也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作为关系主导一方

的教师，在师生人际关系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因此，应

该自觉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要求，主动维护良好的师生关系。

首先，要做到平等尊重。平等尊重是作为成人关系的基本要

求。在高校，学生在教师面前往往会比较谦卑和恭敬。作为

教师，在接受学生这份尊敬的同时，对学生应给予平等对待，

尊重学生的人格，即使学生有不当举止，教师也不能居高临

下、目中无人、冷漠对待，而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诲人

不倦。否则就可能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给学生造

成心理阴影。其次，要关心爱护学生。热爱学生是教师特有

的一种职业情感。它是由教师教书育人的职业特点决定的。

教师对学生的热爱具有表现为在师生互动中，教师对学生的

关心与爱护，具体包括了解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再

次，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学生，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学生、

运用同一标准评价学生、对学生做到因材施教。另外，要为

学生排忧解难，做到倾听学生正当呼声、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帮助学生排忧解难。本题属于运用层次，中等难度题。

答案要点：

（1）观点部分：

①平等尊重；

②关心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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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公平对待；

④排忧解难。

（2）联系实际展开适当论述(略) 。

（六）材料分析题（阅读下面的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加以分

析）

【例】T老师是广西某高校的一名“90后”教师，毕业之

初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受学生喜爱的思政课教师。

由于自己是硕士毕业留校的，身边多是博士同事，T老师

感觉压力很大。他努力加强理论学习，同时虚心向老教师请教

教学技能。面对部分学生感到思政课枯燥无味的现象，T老师

不断琢磨，创新教学方法，努力让思政课“活起来”。他不放

过任何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积极参加各类教学比赛，不久通

过了学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选拔，代表学校参加全区青年教

师教学竞赛，荣获第一名，并获得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

后来，T老师又获得了广西思政课“精彩一课”教学比赛一等

奖，很快成长为广西高校思政课教学骨干，他的课越来越受学

生的欢迎。

作为班主任，他经常到宿舍跟学生聊天，了解学生生活方

面的困难，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及时解答学生学习上的难

题，回应他们思想上的困惑，引导他们正确看待社会上各种不

良现象……因为长期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亲切地称他“T

哥”。



19

作为思政课教师，他经常关注社会舆论。媒体经常披露的

师德失范现象，诸如散布不当言论、学术造假、评奖徇私舞弊、

性骚扰、泄露考题等，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他下定决心，

坚定政治方向，在心里筑起道德防线，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

护学生，遵守学术规范，努力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

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结合材料，谈谈你对好老师标准的理解。

（2）联系自身实际，从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方法的角

度，谈谈你如何向T老师学习？

考查目的：运用“四有”好老师的标准。

解析：本题要求考生能联系实际掌握“四有”好老师的标

准。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

谈会上强调当代好老师有四个标准，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和有仁爱之心”。高校教师首先要有师志：

做有理想信念的教师。理想信念关乎历史使命，使命意味着个

人的前进方向，应认真思考“为谁教”与“为何教”。“师志”

是实现“四有”好老师的动力来源。其次，要有师德：做有道

德情操的教师。成为“四有”好老师的核心是加强师德修养。

教师的职业价值不仅体现在教师自身的发展进步中，更反映在

自己的教育对象——学生的成长成才上。教师有对教育事业最

崇敬的良心，有能主动、积极地关注学生的品质。再次，要有

师能：做有扎实知识的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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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决定着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以及课堂与课下教学过程

的开展。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教学中，乐于施教又勤

勉好学，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与拥戴。然后，要有师爱：做有

仁爱之心的教师。高校教师应该时时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

展成长，做到对学生在人格上平等相待，在学业上甘做人梯，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地开展教育教学。与此同时，对学生严慈

相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进而“信其

道”。高校教师要以“四有”教师为目标，通过树立崇高师志、

加强师德建设、增强教师各种技能和强化师爱四种途径，成长

为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本题属于运用层次，较难题。

答案要点：

（1）师志：做有理想信念的教师；

（2）师德：做有道德情操的教师；

（3）师能：做有扎实知识的教师；

（4）师爱：做有仁爱之心的教师。

结合材料对以上各要点展开分析（略）。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22 年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