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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范生作为“准教师”群体,是支撑我国未来教育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其师德状况关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和国家、民族的未来.文章编制了包含学校、家庭、个人等因素在内的师范生师德培育影响因子量表,通过项目分析对

量表进行了信度和共同度检验,考察了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文章基于调研结果,提
取出影响师范生师德培育在学校、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以贵州省某师范院校为对象展开调研,发现师范院校

在德育环境、课程体系、家长参与力度和个人素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最后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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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也称教育道德或教师

伦理,通常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

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原则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观

念、情操和品质等内容[１],是对为人师者内在和外

在的综合要求.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基

石,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关键在教师,而师

德则是教师的灵魂.由此可见,师德对于教育和

国家的重要性.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在
师德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批批

优秀的师德楷模.可与此同时,在思想观念、价值

取向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师德建设过程中暴露出

的一系列问题也愈发牵动着国民的神经.以功利

价值取向、生活作风不正、工作方法粗暴、教育腐

败、学术不端等为代表的师德失范现象及问题屡

见报端,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扰乱正常教

学秩序、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同时,也使中国的教

师群体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师范生作为“准教师”群体,毕业后多在各级

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被认为

是“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事业”的坚实后备力量,在师德方面具有良好的可

塑性和纯洁性.但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象
牙塔中的师范生大有被不良风气沾染、腐蚀的可

能性.因此,加强对师范生师德现状的研究,全面

提升群体师德素养,对于确保师范教育有序健康

开展,重塑教师群体的高尚形象,推动我国教育事

业繁荣发展,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意义.
二、问卷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共设计了１１种指标,每一

种指标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标准进行衡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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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表示“很不同意”,“２”表示“不太同意”,“３”表
示“不确定”,“４”表示“比较同意”,“５”表示“非常

同意”[２].调 查 组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１１ 月 对 贵 州

省某师范院校 的 ８ 个 学 院 或 专 业(涵 盖 语 文、数

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音乐、美术等)不同年

级的师范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先后投放问

卷３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１９份,有效回收率约为

９１％.调查对象中,男生９２人,占比为２９％;女

生２２７人,占比为７１％.大一年级７２人,占比为

２３％;大二年级１２２人,占比为３８％,大三年级９３
人,占 比 为 ２９％,大 四 年 级 ３２ 人,占 比 为 １０％.
借助统计分析软件 SPSS２１．０ 对所获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
(一)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主要用于检验所设计的问卷或测验

个别题目的适切或可靠程度.本研究采用的项目

分析方法为同质性检验,即采用克隆巴赫α系数

和因子分析对量表分别进行信度检验和共同性检

验.

１．同质性检验一:信度检验

信度又称可靠性,是指测验的可信程度,主要

用来表现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最常用的检测

方法是 Cronbach′sAlpha(克隆巴赫系数,简称α
系数).一般认为,α 系数值如果在０．６０Ｇ０．６５之

间为不可信,在０．６５Ｇ０．７０之间为最小可接受值;
在０．７０Ｇ０．８０之间相当好;在０．８０Ｇ０．９０之间为非

常 好[３].如 表１所 示 ,量 表 的 信 度 检 验 结 果 为

０．８７９,可知量表信度非常好.同时,如表１所示,
表中第４列“校正项总计相关性”各值均大于０．４００,
第５列“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Alpha值”均大于

０．８６２,可见量表信度非常好.

表１　项总计统计量

题项
项已删除的

刻度均值

项已删除的

刻度方差

校正项总计

相关性

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Alpha值

目前自己已基本达到«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 ４３．５８ ５８．９０５ ０．４３８ ０．８７７

家长对教师师德“失范”行为非常了解 ４３．３３ ５９．０６６ ０．５２０ ０．８７２

对媒体报道的师德“失范”现象非常关注 ４２．８２ ５８．８７０ ０．４３２ ０．８７７

有社会力量参与本校师范生师德培育工作 ４３．６１ ５５．６１１ ０．７３５ ０．８６２

对所在高校师德培育模式很满意 ４４．００ ５５．３１０ ０．６３５ ０．８６６

本校领导非常重视师范生师德培养 ４３．５５ ５６．８９９ ０．６４５ ０．８６６

本校对师范生师德培育投入很大 ４３．６７ ５７．４８２ ０．５８４ ０．８６９

本校师德教育课程设置很合理 ４３．９７ ５６．１３１ ０．６７７ ０．８６５

本校师德教育课程效果很好 ４３．９７ ５８．５０７ ０．５７３ ０．８７０

学校开展师德教育实践活动较多 ４４．００ ５８．９６４ ０．４４２ ０．８７６

家长比较关心和支持自己专业选择 ４２．９１ ５７．０９８ ０．５７２ ０．８７０

家长支持自己今后从事教育工作 ４２．７０ ５９．９０８ ０．５４２ ０．８７２

自己师德素养比较高 ４３．１２ ６０．１６８ ０．４３７ ０．８７６

对自己今后的师德表现很有信心 ４２．６４ ５９．０１４ ０．４６２ ０．８７５

　　２．同质性检验二:共同度检验

共同度是表示题项能解释共同特质或属性的

变异量.一般认为,提取值低于０．２０时表示题项

与共同因素的关系不密切,可考虑将这一题项删

除.采用主成分法抽取因子后发现１４个指标的

共同度提取值都大于０．２０,因此,各题项均予以

保留.
(二)效度分析

效度又称有效性,是指测量工具能够测量出

所测心理或行为特质的程度.为进一步确定量表

结构效度,本研究对项目分析后各项目进行了因

子分析.
一般认为,KMO 系数低于０．６为不适合做因

子分析,KMO 系数在０．８Ｇ０．９之间的表示较适合

做因子分析,当系数高于０．９时为非常适合做因

子分 析[４]. 经 检 验,量 表 KMO 系 数 为 ０．８０３,
Bartlett球形度检验呈现显著水平,因此,量表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继续对量表进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而确定因子数量.根据相关

标准,删除９、１３、１４ 等 不 符 合 标 准 的 题 项,剩 余

１１个题项.如表２所示,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总

共有４个,累积贡献率为７４．８２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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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为因子旋转后得到的因子负荷矩阵.如

表３所示,因子１包括５个题项,可命名为“学校

层面”;因子２包括 ３ 个 题 项,可 命 名 为“家 庭 层

面”;因子３包括３个题项,可命名为“自身层面”.
表２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５．６１３ ４０．０９３ ４０．０９３ ５．６１３ ４０．０９３ ４０．０９３ ４．０２０ ２８．７１３ ２８．７１３
２ ２．６１４ １８．６７０ ５８．７６４ ２．６１４ １８．６７０ ５８．７６４ ２．６４１ １８．８６４ ４７．５７７
３ １．２００ ８．５７１ ６７．３３４ １．２００ ８．５７１ ６７．３３４ ２．２００ １５．７１３ ６３．２９０
４ １．０４９ ７．４９４ ７４．８２８ １．０４９ ７．４９４ ７４．８２８ １．６１５ １１．５３８ ７４．８２８
５ ０．９０１ ６．４３３ ８１．２６１ － － － － － －
６ ０．５５２ ３．９４４ ８５．２０６ － － － － － －
７ ０．５２２ ３．７２７ ８８．９３３ － － － － － －
８ ０．３７２ ２．６５８ ９１．５９０ － － － － － －
９ ０．３４０ ２．４３２ ９４．０２２ － － － － － －
１０ ０．２２８ １．６２８ ９５．６４９ － － － － － －
１１ ０．２１２ １．５１３ ９７．１６２ － － － － － －
１２ ０．１５４ １．０９７ ９８．２５９ － － － － － －
１３ ０．１３７ ０．９７８ ９９．２３７ － － － － － －
１４ ０．１０７ ０．７６３ １００．０００ － － － － － －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表３　旋转成分矩阵a

题项
成分

１ ２ ３
本校师德教育课程效果很好 ０．８９９ － －
对所在高校师德培育模式很满意 ０．８７２ － －
本校师德教育课程设置很合理 ０．８６１ － －
本校对师范生师德培育投入很大 ０．８０１ － －
本校领导非常重视师范生师德培养 ０．７８０ － －
家长比较关心和支持自己的专业选择 － ０．８７８ －
家长对教师师德“失范”行为非常了解 － ０．７２４ －
家长支持自己今后从事教育工作 － ０．５７５ －
对自己今后的师德表现很有信心 － － ０．８９７
自己师德素养比较高 － － ０．８４９
对媒体报道的师德“失范”现象非常关注 － － ０．６６８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法,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５次迭代后收敛.)

　　(三)量表信度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经过两次探索性因

子分 析 后 的 总 量 表 及 其 各 分 量 表 进 行 信 度 分

析可知,“学校层面”的α 系数值为０．９１１,“家庭

层面”的α 系数值为０．７１３,“个体层面”的α 系数

值为０．８０９,总量表的α系数值为０．８１１,各项α系

数值均高于０．７０,综合看来本量表信度较高.
综上可知,本次调研所设计的问卷和测验题

目具有较高的适切性,且调查问卷所设计题项和

数量适当,总量表及其各分量表信度较高.研究

发现,学校师德培育模式、师德课程设置及效果、
师德培育投入、领导重视程度,家长对专业和失范

行为关切度、子女从业支持度,师范生自身师德素

养、发展预期及“失范”关注度等是影响师范生师

德培育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根据其来源划

分为学校、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通过对三个层

面的量表和不同因子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获取

该校师范生师德培育存在的问题.
三、师范生师德培育存在问题分析

参考相关文献,刻度为１Ｇ５的李克特量表得

分均值在１Ｇ２．５之间,为相对低值;在２．５Ｇ３．５之

间,为中值;在 ３．５Ｇ５ 之间,为相对 高 值[５].经 计

算,分量表和总量表均值综合得分情况如表４所

示.总量表均值为３．４０,属 于 中 值,表 示 该 校 师

范生师德建设整体状况一般,师范生的认同度、满
意度不高.可见,该校在师德培育工作上虽取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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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学校层面的各项均值都低于３．５,整体均值为

２．８７,属于中值,而其中的师德培育模式满意度值

低于２．５,为相对低值,可见师范生对学校的师德

培育工作的认同度和满意度不高.调查访谈中发

现,该校虽然有重视师德建设的传统,但是所关注

的重点多为在职教师,对师范生师德关注基本流

于形式.师德培育工作存在较多弊病,具体表现

为师范生师德培育模式滞后,不能适应复杂多变

的社会形势;师德课程设置单纯依靠“两课”或者

其他单一的教育类课程代替,没有形成科学、系统

的师德培育课程体系;缺乏必要的师德培育专项

投入,相关实践活动无法落实开展.
家庭层面的各项均值都处于３．３２Ｇ３．７３之间,

整体均值为３．５３,属于相对高值,但趋近于中值

区,可见师范生对家庭在师德培育方面的表现基

本满意,但满意程度不高.调查中发现,很多师范

生并非高考第一志愿报考师范专业,而是经专业

调剂进入所在专业的(其中,男生比例明显高于女

生),这与家长预期有所偏差,也因此影响到了对

子女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所持态度.而且受教育

程度、工作性质、家庭状况、地域环境和个人偏好

等诸多因素影响,很多学生家长除新生入学报到

外与学校再无其他直接联系或接触,也是导致家

长对教师师德状况或行业发展情况所知甚少的重

要原因.
个人层面的各项均值都高于３．５,整体均值为

３．８０,属于相对高值,可见师范生能正确认识师德

重要性 和 “失 范”的 危 害,较 为 重 视 自 身 师 德 发

展,个人师德素养仍有一定提升空间.通过调查

和访谈发现,很多师范生对于自身师德素养和发

展预期评价较高,但这种评价是建立在单向的自

我感知,缺乏系统评价和实践检验.师范生对师

德的认识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并未形成真正的职

业信念和道德操守,其师德状况在个人成长和职

业发展过程中仍具有不确定性.
表４　量表得分比较

分量表 题项 题项均值 分量表均值 总量表均值

总量表

学校层面

本校师德教育课程效果很好 ２．７９
对所在高校师德培育模式很满意 ２．４６
本校师德教育课程设置很合理 ２．７９
本校对师范生师德培育投入很大 ３．０９
本校领导非常重视师范生师德培养 ３．２１

２．８７

家庭层面

家长比较关心和支持自己的专业选择 ３．５５
家长对教师师德“失范”行为非常了解 ３．３２
家长支持自己今后从事教育工作 ３．７３

３．５３

个人层面

自己师德素养比较高 ３．６４
对自己今后的师德表现很有信心 ４．０２
对媒体报道的师德“失范”现象非常关注 ３．７４

３．８０

３．４０

　　四、推进师范生师德培育工作的对策建议

针对师范生师德培育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笔
者建议应从学校、家庭与个体三个层面着手应对.

(一)完善学 校 德 育 环 境 建 设,推 进 德 育 课 程

模式优化

师范生对学校师德培育工作的认同度和满意

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师德建设工作

中存在“盲区”和“误区”.师德建设是 一 个 长 期

系统化的工程,它所涵盖的群体既包括现有不同

教育阶段的在岗教师,也应该包括专科、本科和研

究生等不同学历层次的“准教师”群体.加强高校

师德建设应囊括各个教师群体,形成在岗教师和

师范生共同推进的工作合力.师范院校是教师培

养的摇篮,也 是 教 师 职 业 道 德 和 素 养 的 生 成 地.
面对师范生这一特殊工作对象,师范院校不仅要

教书育人,还要教书育“师”,要 在 师 范 教 育 的 全

过程中帮助师范生树立健全人格,形成正确的职

业观、价值观.首先,高校应积极转变认识,重视

师范生师德培育工作.高校在大力加强和改进师

德建设,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同时,也应

该把师范生师德培育工作纳入到高校师德建设体

系中.通过设立师德专管部门,完善师范生师德

考评机制,组织相关实践活动等来推进本校师德

培育工作向前发展.其次,加大师德培育投入,通
过培养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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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师德培育工作科学、合理、有序的开展落实.
再次,完善 德 育 课 程 体 系 建 设,优 化 师 德 培 育 模

式.师德培 育 课 程 改 革 是 高 校 转 变 师 德 培 育 观

念,重新认识师德教育重要性的最主要表现.应

在现有的“两课”、教育学、心 理 学 等 公 共 课 的 基

础上,通过增设教师伦理史、教师伦理学、教师职

业道修养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解读等相关职业道

德教育课 程,并 辅 以 配 套 实 践 活 动,使 师 范 生 对

“师德”的理解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
从而为进一步强化专业意识,提升职业认同感奠

定基础[６].
(二)积极营 造 和 谐 家 庭 氛 围,家 长 积 极 参 与

师德培育

家庭在师范生师德培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

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积极营造和谐

有爱的家庭氛围.家庭作为人类栖居的港湾,它
对子女的性格塑造和成长成才所起的作用是潜移

默化、深远持久的.和谐有爱的家庭环境是塑造

师范生健全人格的基石,也是支撑师范生进行职

业规划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培育一名人格健全、
心理健康的优秀人民教师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参

与,特别是在师范教育开展过程中.其次,增强师

范生职业认同感和从业信心.面对调研过程中一

些低年级师范生所流露出的职业认同感低、从业

信心不足等问题,需要家庭的参与介入.家长应

该正视教师职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行业发

展空间,进而增强师范生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和从

业信心.另外,家长还应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密切

关注师范生的专业学习、思想动态、情感生活和职

业规划等,配合学校完成师范生的职业教育、生涯

规划和师德建设等工作,与学校携手为师范生顺

利走出校门,走向教师岗位贡献一份力量.
(三)坚定树 立 高 尚 师 德 信 仰,全 面 提 升 自 身

师德素养

加强高校师德培育工作离不开师范生自身努

力.首先,要树立高尚师德的坚定信仰.信心是

成功的一半,坚定高尚的师德信仰对自己未来的

师德表现充满信心是成为一名优秀、高尚人民教

师的重要 前 提.因 此,师 范 生 应 严 格 要 求 自 己,
“见贤 思 齐,见 不 贤 而 内 自 省”,要 对 照 各 类 “失

范”案例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和教育,将外在的师德

规范、社会期许内化为自身对教师职业的真正信

念和对自身职业生涯的道德操守[７].其次,在各

类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升自身师德素养.“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唯有实践才能使师范生

深刻认识“师德”对于一名教师的重要性.因此,
师范生应高度重视实践环节,积极参加学校和实

习单位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将每一次的

实践活动当成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检验,时刻以业

务优秀、师德高尚的教师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最终,通过不断地学习、反思和实践来提升自身的

师德素养,使自己成为一名自身满意、学校认可、
社会接受的合格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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