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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职业院校师生间的伦理关系不佳成为

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师尊生卑的伦理观受到挑

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道的师生伦理精神日

益弱化。而师生的伦理精神是职业教育活动中重

要的精神支撑，师生间的伦理不能没有常道常德，

不能没有一种伦理秩序、伦理精神，否则师生将陷

入伦理关系的不清、无序、无是无非之中。所以，

当下职业院校师生应该追求一种精神，使两者关

系存在合理性的范围内，并通过师生间的共同遵

循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扭转师生关系的异化状

态，规范伦理秩序，构建师生关系的和谐有序。

一、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
内涵诠释

当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随着历史的嬗

变以及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需要体现社会道德规

范的时代要求和师生自身主体性的诉求。从自身

的合理性出发，从师生间的互相尊重、人格平等

做起，做到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把握

师生间的伦理规范；既接受师生主体间性的关系

主张，又实现师生间的人格平等与对话的关系。

因此，现代职业院校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对

话、民主、合作和交流的伦理精神呼之欲出。

尊重、信任、对话、民主、合作和交流的现代

职业院校师生的伦理精神内含着个人主体性向共

同体的回归，以教师或学生的主体性的存在为前

提，但又内在地整合了自我与他我的共在，强调师

生整体的、共同的存在。在这种精神追求过程中，

单一的教师抑或学生主体不再提倡，双方相互承

认和尊重的主体身份共在于教育活动中。这种当

代师生伦理精神的确立，既考虑到我国历史文化

传统中的无个人之现实，又考虑到了西方强大的

个人主体性思潮的冲击[1]，使师生在平等交往中走

向主体间性，走向师生主体间的相互尊重、信任、

对话、民主、合作和交流。

现代职业院校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对

话、民主、合作和交流的伦理精神的确立可以改善

当下师生的功能性关系，使师生以完整人的存在

方式出现，彼此真诚与信任，视对方为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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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主体，强调师生主体间的共同性，同时还保留了个人主

体本身的根本特征。

二、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时代内容

（一）师生主体间的尊重

这种尊重的理念包含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学生

自主性选择的尊重，对学生学习权利的尊重；包含学生对教

师教学内容和成果的尊重，对教师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教师

需要的尊重；也包含师生对自我人格的尊重，对职业教育义

务的尊重等内涵。通过师生间互相尊重精神的贯彻有利于

减少师生间的冲突，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当代师生关系

的确立是对过去教师权威所体现的绝对性、不可替代性的

祛除，是对真正的和谐、融洽的师生伦理关系的认同。在师

生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只有当尊重成为一种道

德的真诚、伦理的热忱和性善的信念才能化为师生前进的动

力，才能转化为师生勤学上进的伦理精神[2]。同时，尊师爱生

的伦理精神，内在地包含了师生人格的平等、对话、民主、信

任与合作关系，体现了师生交往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二）师生主体间的平等

理性地追求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主体间的平等

关系能更有效地消除“学生可能对教师的权威‘延缓不信

任’，相反通过行动和交互作用向教师‘随之产生的能力’

开放。相应地，教师将‘乐于面对学生’，与学生一起探索师

生所达成的共识。”[3]这种主体间关系的确立意味着权威主

义的社会理念的消亡和民主平等的社会交往理念的生成，

意味着主体交往矛盾的消解，从而实现职业教育从师生的

“对象化关系”向“交往关系”的转变。只有实现师生人格

上的平等才能使双方心扉真正地彼此敞开，进行真实平等

的师生生命对话与心灵的交流，才能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

中逐步地生成当代师生的伦理精神。

（三）师生主体间的对话

师生的对话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精神的确立和追求过程

中的。在职业教育内容上，交往双方的职业教育知识在交往

中相互传递。师生以职业教育内容为交往的中介，教师引导

职业教育内容内化于学生，学生通过和教师共同理解职业

教育内容，实现主动吸收，把职业教育内容内化于自身，达

到自我知识系统的建构。通过师生对话达到师生间的共在，

彼此间的思想在融洽的环境中得以碰撞和提升，使教育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消解师生间的矛盾，在“我—他”知识

与“我—你”知识之间建构转化的桥梁，真正达成师生之间

的“视阈交融”，从而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4]。 

（四）师生主体间的民主

作为教师不强调自身的绝对权威地位，在做判断、决

策之前，以平和的心态，多向学生征求意见，不以教师自我

为中心，让学生服从教师的决断，而是应该贯彻以学生为

本的教育理念。同时，学生也不一味地强调自身的中心主体

地位，而是走向师生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学会师生换位思

考，给予对方更多的民主参与权利和自由。

（五）师生主体间的信任

师生只有在精神层面上相互信任，才能在职业教育活

动中，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达到职业教育效果的事半功

倍。师生在交往中自觉摒弃相互的功利性关系，教师主动

亲近学生，不以学生为手段；学生也主动接触教师，不敬而

远之，也不以教师为手段。只有相互走近，情感距离才能拉

近，走向信任，实现师生对教育认知上的充分交流，达到真

正意义上的视域的融合。

（六）师生主体间的合作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存在并非以一个独立的个体为

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交往为起点。理解职业教育活动不

是反省的过程，而是以生命为引导，进入他人内在心理活动

的过程。职业教育教学是师生主体间的思想对话，而不是有

知的教师带动无知的学生，更不是教师对学生的改造。在

职业教育的对话过程中，师生都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

在，师生要把对方当作知己，在充分地理解对方的同时，也

充分地反观自身，教学相长。通过师生主体间视阈的融合，

以语言为中介，互相进入对方的视野，彼此体验对方的生命

感悟，领会着他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影响对方精神世界的重

构，建立起一种超越知识传递的主体合作关系，师生共同谋

求自身发展，共同展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教育的过

程中，师生是关系中的主体，是和而不同的关系。师生的伦

理精神不仅消解了职业教育主体性的自我异化，强调了主体

间的相关性、和谐性和整体性，而且保留了师生作为个体主

体的根本特征。在此中渗透了师生与文化世界的融合与共

存，积极倡导主体间的交往行为，构建师生以尊重平等的对

话、理解、交往、合作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的实践关系[5]。 

三、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校园文
化生成的依据

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既需要师生共同努力将其

内化为师生自身的信念，共同地弘扬、恪守、维护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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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需要从师生主体外在文化因素进行生成。现代职业院校

师生伦理精神生成的客观因素中，文化是 为重要的因素。

“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6]，现代职业院校师生在

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世界中生活，被文化所熏陶、影响、

规约，使文化拥有了一种客观力量，使师生主体的思想、习

惯和行为被长期的社会积淀下来并被改造了的文化所同

化，并且师生主体也愿意接受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以此

来满足自身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对它产生认同感的同时，

进而选择并支持它，从而也实现了文化的教育功能。这种文

化的机理有利于对生活在同一文化世界的师生产生某种共

同、稳定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因此，作为生活在校园文化环

境中的职业院校的师生来说，所追求尊重、平等和民主的师

生伦理精神，亦需要这样的文化世界，发挥文化对主体心理

上熏陶、影响、塑造、规约作用，使师生追求的伦理精神与

职业院校主导校园文化相一致。

基于文化对师生伦理精神生成的潜移默化的推动作

用，除了重视社会大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以外，更应该重

视职业院校先进的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为师生伦理精神

的生成提供直接的、有序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作为

整体系统，从校园文化的构成和文化的形态上讲，由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要素构成。物质文化是主体在物

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

的手段、工艺和方法，制度文化是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在规范

层次上的定在或体现，精神文化也叫观念文化，是以心理、

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三种文化相互联系，辩证统

一，构成全面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重视校园文化发展的全

面性与协调性，既要注重校园物质文化的发展，又要注意校

园物质文化变动所引起的校园秩序、学校道德的变化以及

师生价值观的变化，关心校园物质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关涉师生的生命存在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关问题，

使各文化要素之间互相促进。在先进健康合理的校园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系统熏陶、影响、塑造和规范

下，生成现代职业院校师生的伦理精神。

四、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校园文
化生成路径

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需要在校园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影响下，进行文化上的熏陶、

文化上的塑造、文化上的规约来逐步地生成。

（一）建设丰富的校园物质文化，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

成提供物质基础

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精神文化的直接物化，它是具有

感性的校园文化主体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

信念对象化的活动结果。校园的各种建筑物、教学科研设

备、图书资料、校园道路、花草树木、雕塑壁画等校园主体

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是师生直接感受的客观物质存

在，为师生伦理精神生成提供物质基础。这些沉淀了一定文

化观念的物质存在物 直观地给师生古典或现代的感观，

一些文人的雕像，如孔子等先贤塑像，直接让师生肃然起

敬，尊师的观念油然而生。古典感十足的校园文化建筑，让

师生感受到传统文化内涵和底蕴，而现代恢弘的建筑则可

以给师生以自由、民主的新风尚之感。校园的物质文化形态

使置身于人文景观中的师生被人化自然直接影响，促使师生

伦理精神的生成，起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灌输文化价值

观念的作用。因此，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优化校园教书

育人的物质文化环境，精心打造优秀的物质文化载体，合理

布局校园建筑，可以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提供更好的物

质文化基础。

（二）建设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

成提供制度保障

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主体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

价值固定化为师生行为、活动模式和准则，是一系列的规

范化体系，它是校园精神文化中的文化心理结构。校园制度

文化的制定应调动师生主体的主动性，让管理者和广大师

生共同参与，让师生在共同参与下感悟自身主体性的存在，

体会对制度文化的认同感与信任感，从而使师生在共同参

与中体悟师生间民主、合作、交流的伦理精神。师生对制度

文化的参与过程直接孕育了学生的民主意识，使他们的主

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增强，更能主动地自觉遵守，对师生共同

生成具有现代民主的伦理精神至关重要。在建设校园制度

文化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师生主体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在校

园制度文化构建过程中的自由、民主等文化内涵的生成。因

此，建设公平的制度文化能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提供制

度保障。                

（三）建设先进的校园精神文化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

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

无形的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生命力和灵魂、动

力与核心。校园精神文化建设要突出人文情怀，增强校园精

神文化的归属感，以促进师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校园精神文

化建设要以校园精神为指导，把师生伦理精神注入其中，让

其体现在学校各种行为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促使师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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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精神的生成。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报纸、校园板

报、校园标语、校园网络等媒介构建校园精神文化。可以利

用师生网络文化平台的开展更好地将师生伦理精神注入学

校教育中，使教育者及时地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各种困惑、学

习与生活的需求，使师生互动交流更便捷，实现师生间的对

话和交流。更好地让职业教育回归学生的生活，让伦理精神

在生活的土壤中健康地生成。同时，校园主体增强校风、教

风和学风的建设，可以凝聚学校人本资源，塑造良好的校园

精神风貌，促进学校精神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形成师生

间相互尊重、民主的文化氛围。

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形成是一种文化的生成

过程，需要师生共同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文化外化过程，

即让师生不断吸收、接纳伦理精神，进而实现自我内化的过

程。既要注重社会大文化环境的净化，以及校园物质文化、

校园制度文化、校园精神文化等校园文化环境的统一协调发

展，又要注重师生自身对伦理精神的内在自觉追求。只有职

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遵循和恪守达成共识，师生间的伦

理秩序才能良性发展，师生间的交往关系才能和谐共存，职

业教育的文化知识才能完成有效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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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thical Spiri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Moder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and 
the Campus Cultural Generation

Li Yingli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thical spiri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weakened gradually,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Howev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stablish a kind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thics spirit with respect, trust, dialogue, democracy and cooperation will conducive to reverse this state of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To this end,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system to provide direct cultural soil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thic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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