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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常见的违法乱纪行为及其预防
李薇薇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32）

【摘要】教师中常见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和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所做出的严重侵害学

生权利、违背教师职责的行为。教师的违法行为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的成长与发展和学校教学管理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名合格的教

师，有必要了解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容易出现的一些违法行为,并加以预防，杜绝一切违反教育规定的行为，树立良好的师风师德，因材施

教。师德修养不仅影响着大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而且影响着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因此，教师的师德建设已成为高职院校内涵式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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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的认知与责任

教师是国家花大量的经费培养，才能走上讲台。我们教师这个称

号来之不易，经过漫长的岁月、消耗很多金钱和精力才当上老师。于

是，我们教师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教学岗位，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

职业。为了不辜负政府的培养，为了不辜负父母辛苦的付出，为了不

辜负自己的努力，争取做个合格的教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明确教

师的职责与责任。而众所周知，法律法规具有一种明示作用，运用实

施在任何国家任何领域，无规矩不成方圆，遵守法律法规是我们每一

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学校则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不仅仅教会学生专

业知识，更是引导和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为学子的成长和

未来事业奠定良好品德及文化科学知识的第一基础阵地。而教师的责

任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古语云：“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

名刚入职高校的专任教师，更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树立良好的

师风师德，才能对得起“老师”这一尊称。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随着时代的变更，教师的队伍也越来越年

轻化，思维也越来越多样化。但万变不离其中，教师的职责不只是向

学生传授某方面的课本知识，而是要根据学生的发展实际及教育目标、

要求，在特定的环境中采用特定的教学方法，通过特定的途径来促进

学生成长，教师这种角色是一种性质复杂的职业角色。高校教师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提高学生对创新重要性

的认识，创新精神是当今竞争社会的一种重要能力，没有创新也就无

法参加竞争。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强调学生“知其然”，还

有强调学生“知其所以然”，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对知识活学

活用，不因循守旧，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出质疑最后突破创新。

就我自身而言，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是神圣的，不光要有扎实的

专业基础，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专业知识，更是应该在思想育人方面进

行正确的引导，是学生的一盏指明灯，要对学生交往活动和交往环境

进行有效调控，在为学生创设积极的校内交往环境的同时，要与家庭

和社会进行协作，以开放的教育形式，让学生经历风雨，得到锤炼，

懂得思考，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抵御社会腐蚀的能力。高校教师往

往面对的都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开始有所

变化，教师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往往看似一些不经意的行为

或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就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甚至会触犯到一

些法律法规。在当今社会，有多少教师的一些违法行为已经构成违法

事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上的察觉。

二、常见的教师违法行为

因为高校涉及的领域特殊，所以高校职务犯罪的类型也涉及很多

方面，例如：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事故罪、挪用公款

罪、贪污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和泄漏

国家秘密罪等。我们作为高校的教师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那么到底

又是哪些行为属于常见的教师违法行为呢？首先最直观也是最容易

理解的就是体罚和辱骂学生。目前在我国《教育法》、《教师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中都明确规定教师不能体罚和辱骂学生，

教师体罚的行为给学生的伤害若达到一定的程度，教师甚至有可能因

此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承担刑事责任。在很多教师眼里认为只有“严师

出高徒”，尤其是面对一些学生性格比较活跃，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不愿意配合老师的教学工作，不遵守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对于这样

的学生，教师一般都会比较头疼，也许在一两次的平和教育或谈话之

后起不到改善作用，一些教师就可能会失去耐心，从而用体罚和辱骂

的行为来强制学生听话来达到管理目的。教师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

属于教师禁止性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常见的一些体罚行为包括罚

站、罚跑、罚冻、罚饿、罚劳动等等，但在高校往往出现体罚行为更

多是教师对学生肢体上和言语精神上的伤害。辱骂学生，这同样也是

一种体罚，在一些调查当中，教师使用侮辱、辱骂和威胁性的语言最

为普遍和常见。上述语言的表述已经不再是教师的批评教育语言，教

师的这种语言行为已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于教师的违法

行为，且是“精神虐待”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果更为严重。关

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语言的使用问题，有的称之为教师语德问题，有的

称之为教师语言暴力，还有的称之为教师语言软暴力，但是目前还没

有将教师语言的使用置于法律的层面加以讨论。我觉得只有将来某天

将教师的批评性语言置于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才可以明确什么是教师

批评教育性语言，什么是教师违法性语言，这不仅可以使教师知道应

该如何做，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应该使教师知道不应该如何做。尤其是

我们高校教师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但这个“人”不是“成人”，

而是心智发育尚未完全成熟的孩子。在青春成长的过程中，教师是他

们重要的模仿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会在他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因此，作为教师，我们

在学生面前说话做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教师语言违法同样是教育违法

行为，同样应该承担教育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可以规范教师的用语，

使教师约束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做到依法执教，实现依法治教。

前几年网上有一则高校老师体罚辱骂学生的新闻上了热搜，在某

高校中，一女教师在学校停电、晚自习取消的情况下，坚持补课，多

名学生迟到后，该教师要求迟到的学生两两互相动手体罚，而且还出

现言语上的辱骂。此教师严重违背师德、侮辱殴打伤害学生、损害了

教师形象和学校声誉。回过头想想，是怎样的原因会让该教师做出如

此的行为呢？有的教师是出于对学生的严格管理，但是法律意识淡薄，

觉得只有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殊不知已经触犯了

法律法规，而且即使当下达到了自己的管理目的，却对学生造成生理

心理不可逆的伤害，对教师自己的工作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完全得

不偿失。另外一些教师也许存在不良的心理状况，这也是造成体罚辱

骂学生的原因之一。教师的心理状况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有时是突

发的，也有些是常年压力的累积的因素而爆发。比如教师的经济、家

庭、社会地位、工作业绩、职称评定等等。这些来自外界的因素给一

些教师造成了不少的压力，于是在面对学生的一些顽固行为就非常容

易性情爆烈，从而体罚辱骂学生。

其次就是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教师七中禁止行为，被称为“红七条”。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

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在招生、

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

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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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等。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对未来充满着期许。然而，因为高职教育的特殊性，他们背负教学、

科研甚至还有大量的企业实践锻炼任务，工作上有着沉重压力，某些

人出现学术抄袭现象，评定职称、竞岗之时请客吃饭，显示出部分高

职院校青年教师学术道德失范。一些青年教师心浮气躁，对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的研究和探索不够，缺乏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不能全身

心投入到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中。个别高院只重视办学特色的凝练和

专业课程建设，对教师“管得多，关心少”“使用得多，培养得少”，

缺乏全面的师德建设考核评价机制，同时对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个别教师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遇事从

自己的利益考虑，对学校的专业建设和事业发展关心不够。某些教师

遇事时不会想到学院给了我什么，而是想学院不能要求我干什么，个

别教师还凭借高校教师时间支配自由度大的条件，到社会上做其它事，

导致精力分散，影响教学质量。

笔者是一名高校声乐专任教师，声乐指导教师，因为专业所需，

因材施教，所以我们的课程都是一对一上课。在我工作的第一年，就

遇到了一件事情，现在我想起来都为之后怕。一位大一的男学生在开

学第一天走进教室就对我掏出一个首饰盒，里面装着是一块玉石项链，

他告诉我这是他妈妈让他带给我的礼物，表示对老师的感谢。我的第

一反应是震惊和不解，而学生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礼物不值钱，是他

的一份心意，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上多照顾照顾他。我耐心地回答他说：

不管礼物价值与否，我都不能接受，作为你的专业老师，我有义务对

你尽心尽力地教学，对待学生我会一视同仁，不会说谁送了礼物就对

谁更不一样。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你的礼品，也请你的家长站在老

师的师风师德上考虑。最终，我很认真地给学生上完了课，并且让他

把礼品收了回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对，严格遵守了

教育部的各项规定。

当今社会，有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有一种心理，觉得如果不给老

师一些好处，老师就会区别对待学生，影响考试、推优、保研等工作

的成绩。而很多教师也是抓到了学生这样一种心理活动，才会出现一

系列的违法行为，且认为学生有求于自己而不会向外界反应。记得网

上看过一篇报道在某高校里，有一个大四的学生因为一门课程屡次挂

科拿不到毕业证，该生找到了负责这门课程的老师，并哀求老师能够

在下次补考的时候通融一下，让自己及格，并拿出了一万元好处费给

该老师作为补偿。该教师禁不住学生的软磨硬泡，收下了好处费，并

想着学生马上就毕业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在考试中故意放水，让

该生补考成绩及格了。学生没过多久就顺利拿到毕业证，然而可怕的

一幕也出现了，该生马上拿出与该教师的聊天及交易记录反映到学校

和教育系统。不出所料，该老师违反了“红七条”，被学校开除。在

学校工作了五六年，就这样丢掉了自己的高校工作。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学生也太不讲究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反

咬老师一口。作为学生此举并不可取，不能想着走任何捷径。而作为

老师更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

不是抱着一丝的侥幸心理，如果没有一丝心态思想上的动摇及，就不

会发生这一系列不堪的后果，不但给自己的职业抹上了污点，更是断

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三、如何加强思想认识及预防

作为高校的教师，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社会职能是什么，面对的学

生不仅仅是正值青春期的孩子，高校更是培养即将成年进入社会的一

个过渡地基，在高校的教育中，我们不仅仅要重视文化专业技术方面

的学习与提升，更应该加强对学生思想意识及正确三观上的指引。虽

然当今社会教师的待遇和执教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但是教师工作繁重，

付出与待遇仍不相符，各种教学检查和比赛繁多，加之其他各方面的

原因，使教师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表明，教师各项违法行为和教

师的心情有关，当教师情绪低落和心情压抑时，在教育教学中就容易

出现教师的一些违法行为。因此，应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

措施减轻教师的心理压力。同时，广大教师也应加强自身修养和学习，

学会调适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以健康的心态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一名合格的公民，是有着对生活对世界美好的向往及意识。不能因为

情绪上的冲动，心理上的不平衡，或者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导致的性

格因素而带入到教育的工作当中。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从自身的因素

出发，多多了解法律法规上的制度，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就不会因

为自己的无知而犯下让自己后悔的行为。另外，在平时的生活中，教

师更应该陶冶自己的性情，净化自己的心灵。多读书，读好书，参加

各项有益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丰富自己的内心，从而平静且理智地对

待任何问题，要知道，很多违法行为就是源于人性的浮躁、浅薄，源

于精神生活上的空虚。最后，希望所有的教师不要保佑任何侥幸心理，

觉得有时的一些小事不会影响到自己，甚至打打擦边球，这样的心理

最终会像定时炸弹一样被引爆，酿成大祸。

最后，希望每个教师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以身作

则，因材施教，树立良好的师风师德。师德的养成是任重道远而意义

深远的大事。我们教师要对自身的道德、人格有更高的要求，自觉地

将师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品质，成为内外兼修型高校教师，承担起“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在教育工作中做到严于律己，表里如一，

言行一致，逐渐形成严谨笃学、关爱学生、自尊自律的人格魅力，以

教育感染学生，做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教师就像园丁一样，

学生就是祖国希望的种子，只有用心栽培，无私灌溉，希望的种子才

能健康成长，成长为对祖国，对社会的有用之材。而作为教师的我们

将会体会到真正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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