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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职业法律素养关系到教育质量的高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问卷
调查和访谈，从教师职业法律知识、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能力等几方面对福建省在岗教师职业

法律素养的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前期关于教师职业法律素养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提出国家、学校、教师个体层

面提升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建议，包括国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监督，学校建立法律考核制度和有效开展教育

法律活动，教师个体切实更新观念和积极自主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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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公民应当具备基本的

法律素养，即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包括法律知

识、法律观念、法治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能力等层

次［１］。２０１８年３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将“法制”修改为“法治”，这说明我国依法

治国的进程已经由过去静态的法律制度向动态的

法律治理转化，法治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教育部

《依法治教实施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确定的总

体目标包括“……教师依法执教，……教师法律素

质与依法办事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社会尊法守法的

进程中发挥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２］。这说明在

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执教的进程中，对于肩负提高

民族素质神圣使命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职业法律

素养要求。与普通公民相比，作为依法执教的主

体，教师要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断提升自身

的教师职业法律素养。

一、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含义

教师职业法律素养是指为从事教师职业，经过

学习、培养和培训，获得的关于教师职业法律法规

知识以及教师职业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态

度、法律信仰、法律能力，包括教师职业的法律法规

知识、依法执教等教师职业的法律观念、依法行使

教师权利履行教师义务、运用教师职业的法律法规

处理实际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等［３］。《教育法》明

确提出要实现教育公平，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

否公正平等地对待学生、学生能够获得教育公平，

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即教师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

法律素养。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还

要有较高的法律素养［４］。教师的职业法律素养

是其专业化发展的必要内容之一，影响着教师教

育教学的理念、态度和行为，是教师职业素养的

基本构成要素之一［５］，也是学校依法管理、依法

治校以及依法维护和保障师生合法权益不可替

代的重要条件。

然而，从“浙江幼儿教师虐童取乐”到“山西女

童被教师狂扇几十耳光”，从“北京教师采用针扎

方式管教学生”到“四川教师对数名未按要求打扫

清洁区的学生进行锤击等体罚”，从“四川某学校

发生踩踏事故至严重伤亡”到“甘肃某女生被班主

任猥亵后自杀……”这些虐童、体罚、性侵学生和

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无一不指向教师职业法律素

养缺失这个问题。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负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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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媒体的迅速扩散，很可能会产生更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根

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中小

学幼儿园在岗教职工约１９７２．６３万名，其中专任

教师约１６００．９５万名［６］。其职业法律素养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的高低，因此亟须对教师职业

法律素养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索如何提升教师的

职业法律素养。

二、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现状分析

研究从基本情况、教师职业法律知识、教师职

业法律观念和意识、教师职业法律行为能力等几个

方面对在岗教师进行调查了解，采用问卷调查法和

访谈法。由于疫情影响，通过教育行政机关在福建

省范围内随机抽取在岗教师，发放电子问卷 ２１９

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１９份。为进一步就问卷围绕教

师职业法律素养相关内容进行深入调查，选取１０

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兼顾了不同工作年限、职称

以及学历背景。由于考虑个人信息的保护，访谈记

录以年月日及访谈对象名字的拼音首字母标记，如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１日访谈ＧＬ，以“２００８２１ＧＬ”表示。

从问卷调查结果和访谈结果可以看出，教师职

业法律素养较过去有了一定提升，被调查教师普遍

认为教师职业法律素养较为重要且自身对教师职

业法律素养较为了解，说明调查对象基本建立了教

师职业的法律观念，对教师职业法律法规有了初步

认知，且能够主动关注教师职业相关立法，即：教师

职业法律认知和观念整体较好，主动关注意识较

高。在对教师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信息关注

程度的调查中，分别有４５．７４％、２６．９５％ 和１９．５０％

的教师选择非常关注、比较关注和关注，７８０％选

择不太关注；关于教师职业法律素养重要程度的调

查显示，７９．７９％的被调查教师认为非常重要，

１０９９％的教师认为比较重要，９．２２％认为重要，即

所有被调查教师都认可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重

要性。

然而，调查对象的职业法律素养仍然存在多方

面问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教师职业法律知识现状———职业法律知

识了解不深，掌握不够

教师职业法律知识包括与教师职业相关的教

育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是教师职业法律素养内涵

的第一层面，是教师职业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

能力等层面的基础，是教师守法、用法、护法的前

提。在对《教师法》熟悉程度的调查中，分别有

３３３３％、２８．３７％和 ２４．１１％的教师选择非常熟

悉、比较熟悉和熟悉，仅有１３．４８％的教师认为不

太熟悉，０．７１％认为一点不熟悉，即大部分被调查

教师都认为自身熟悉《教师法》。然而在访谈过程

中，询问访谈对象是否知道《教师法》规定教师有

哪些权利和义务时，大多数教师都不清楚。关于对

教师职业法律素养了解程度的调查中，分别有

３２９８％、３１５６％和 ２５．５３％的教师选择非常了

解、比较了解和了解，仅９．９３％认为不太了解，也

就是绝大多数被调查教师认为自己了解什么是教

师职业法律素养。而访谈中请访谈对象谈谈自己

理解的教师职业法律素养是什么时，几乎没有教师

能较全面地阐述，如２０１１１４ＸＦＳ答“教师职业法律

素养就是从事教师职业要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能体

罚学生”，进一步询问什么是法律时，访谈对象无

法准确理解法律的内涵。因此，实际上教师的职业

法律知识大都停留在表层，教师对其职业法律知识

了解不深、掌握不够，不足以应用到教师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不能满足教师依法执教的基本需要。

（二）教师职业法律观念和意识现状———教师

主动学习职业法律的意识不足

教师职业法律观念包括教师对其职业相关法

律零散、感性的认识和系统、理性的认识，是介于感

性和理性之间的教师职业法律意识的反映阶段；教

师职业法律意识是教师尊重法律，能主动学习职业

相关法律知识，能用法律应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各

种问题。在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的必

要性调查中，８６．１７％的教师认为非常必要，分别有

４２６％和８．８７％的教师认为比较必要和必要，仅

０７１％认为不太必要，即调查对象普遍认为有关职

业法律的学习和培训存在较高的必要性。但在进

一步深度访谈中，问及教师是否主动学习教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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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相关知识，访谈对象均表示基本没有。如

２０１１３０ＬＳ答“不知道从何入手学习这些知识”，

２０１２０２ＣＧＬ答“现在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作任务

越来越重，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学习那些知

识”；问及访谈对象是否知道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

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并详细学习具体内容，

部分访谈对象表示有听说但不了解具体惩戒措施，

可见教师因主观或客观的各种因素干扰，主动学习

职业法律的意识不足。虽然主观上认为职业法律

学习存在必要性，但实践中普遍存在相关职业法律

学习滞后甚至缺失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

师运用最新的职业法律处理教育教学中的相关问

题，不利于依法执教的贯彻执行。

（三）教师职业法律信仰和能力现状———教师

职业法律能力有待提高

教师职业法律能力主要是教师在法律至上的

前提下，在实践中运用法律分析和处理教育教学工

作中的各项事务，是依法执教能力的体现。在教师

相关法律法规对教师工作重要程度的调查中，

７８７２％的教师认为非常重要，９．５７％和１１．７％的

教师认为比较重要和重要。同时，８１．９１％的教师

认为自己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教育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在相关访谈中，问及教师具体如何依法

处理教育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应对

学生投诉学校强制要求学生剪短发”，２０１１１７ＦＺ表

示“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规定”；“如何应对学生提

出老师不能收学生手机”，２０１２０２ＣＧＬ答“有时候

不知道怎么反应”；关于如何界定体罚，教师观点

不一，２０１１１８ＺＹ答“让学生受比较严重的伤害才是

体罚”，２０１１２１ＧＬ答“老师必须要谨言慎行，最好

不要严厉批评学生”，２１０１０７ＧＪＨ答“只要不打学

生，骂一骂有时是必要的”。可见在教育教学实践

中，教师并不十分擅长依据教育法律法规处理教育

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把握许多教育

教学行为的“度”，教师职业法律能力显然有待

提高。

三、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提升策略

前期研究采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３．０构建结构方程模

型创建项目，以．ＣＳＶ格式导入问卷数据，运用ＰＬ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的运算，进行信效度分析

和模型检验，得出教师认知、学校行为和国家态度

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教师职业法律素养产生正向影

响的结论［７］。因此，可以从国家、学校和教师个体

三个层面着手提升福建省教师的职业法律素养。

（一）国家层面

前期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国家态度通过直

接影响学校行为和教师认知对教师职业法律素养

产生影响，国家愈重视教师的职业法律素养，学校

和教师也会更重视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提升。问

卷调查显示，被调查教师中９０．７８％认为国家完善

教师相关法律法规对教师职业法律素养会产生影

响。国家有关部门应站在推动教育改革大发展大

繁荣的高度来认识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的重要

性［８］，科学立法，注重教育立法质量，构建系统完

备、层次合理、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教育法律制度

体系［２］，为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提升提供法律保

障。实践中可采取如下做法：１．尽快完成《教师

法》《家庭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完善

教师的权利体系，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制定《学

前教育法》《终身学习法》等，为教师的教育教学行

为提供更全面的指引，促进教师终身自主学习意识

的提高；２．加快《学校安全条例》《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工作规定》等法规规章的制定，以适应教育教学

实践的需要；３．各地要重视教育教学地方性法规的

建设，优先考虑在师生权益维护、教学科研、教材管

理、高中教育等方面出台相应规定，一方面可以通

过立法先行促进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另一方面

可以为全国教育立法提供参考、积累经验；４．建立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长效机制，根据教育教学实

践需要的变化和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情

况及时清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依法治国新十六字方针除提出要科学立法外，

还要求严格执法。法治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

能仅“纸上谈兵”，必须付诸实践，教育法律需要教

育行政部门坚决有力的执行和同样坚决有力的监

督［９］。教育行政执法和监督是保证教育法律法规

实施的重要环节，是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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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１．根据教育需要，加快建立教育综合执法体制，

如针对违法违规办班、有偿补课、侵犯学生权益、拖

欠教师薪酬等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开展联合执法，

确保师生合法权益；２．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构建

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信息及时畅通地传递，及时发

现和纠正教育违法行为；３．建立教育行政执法公示

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教育行政执法进行有效监督，

避免滥用职权或消极执法行为的发生。

另外，还应当积极开展教育法律的宣传工作：

１．教育行政部门将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纳入

规划，制定计划，向所属学校下达宣传工作任务，有

序开展教育普法宣传工作；２．由教育行政部门有计

划地组织专门的宣讲团到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教育

教学法律法规的普法宣讲，力争全体教师“人人知

法、学会用法”。

（二）学校层面

前期研究结论得出学校行为会对教师职业法

律素养产生正向、直接的影响。在对教师职业法律

素养重视程度的调查中，分别有 ５１．４２％、

２１９９％、１８．７９％的教师认为非常重视、比较重视

和重视，也就是说有九成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所在学

校重视教师的职业法律素养。关于教师所处工作

环境法律氛围的调查显示，２３．７６％的教师认为工

作环境的法律氛围一般，６．０３％认为所处工作环境

缺乏法律氛围。这说明学校对教师职业法律素养

的重视与学校环境法律氛围的营造不相匹配，即学

校的行为举措不能有效地促进教师职业法律素养

的提升。只有在学校全面实施依法治校，在校园文

化建设中重视法治文化建设，将其制度化，使教师

职业法律素养有了植根于其中的合适土壤并成为

教师行为特征的一部分，才可能有效提升教师职业

法律素养［１０］。

实践中学校可采取以下做法：１．组织专业人员

对学校的规章制度进行定期审查，及时清理和纠正

与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根据教育相关

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情况及时修订学校的规章制

度，为依法治校奠定坚实基础，为学校营造法律氛

围；２．建立法律考核制度，对教师的职业法律素养

进行定期考核，强化教师在职研修［１１］，完善管理和

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积极性，督促教师不断提升其

职业法律素养；３．配合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教育法律

法规的宣传和对教师的专业培训，学校可以充分利

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进行普法宣传，如学校宣传

栏、广播和微信等网络平台，同时组织专家为教师

提供职业法律素养的培训；４．有针对性地开展生动

有趣的各种教育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活动，如趣味游

戏、有奖问答、主题晚会等，寓教于乐，在适当减轻

教师压力情况下达到学习教育法律法规的目的。

（三）教师个体层面

调查显示，９０．７８％的教师从教期间参与过有

关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或培训，在访谈中问及教师

参与的教育法律法规学习或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收

获时，访谈对象均表示“没有印象”（２０１２１２ＬＬＦ）或

“记不清楚”（２０１２１２ＦＣＹ）。结合福建省教师职业

法律素养的现状分析，不难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教

师大多数在被动的情况下进行教育法律法规的学

习和培训，缺乏主动性。这说明仅仅依靠外在的培

训远远不够，要提升教师法律素养，关键之处在于

教师自身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和意识，真正认识到

依法执教的重要性和意义。教师只有确立起依法

执教的观念，才能将“隐含于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实

践性智慧”之中的师德在其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

地展现出来，教师才能逐渐积累而形成自己的富有

个性的教育见解与创意［１２］，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为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一方面，化被动接受为

主动学习，积极参加、认真对待教育法律法规的相

关培训，及时进行教育法律知识的梳理，将零散的

教师职业法律知识系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多

种渠道和方式进行自主学习，包括“今日说法”等

法治节目、“中国普法”等微信公众号，通过学习和

领会教师职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民法典》等常用

的法律知识，不断拓宽法治视野、增强法治意识，提

高运用法律处理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问题、解决纠纷

和矛盾的能力［１３］。

四、结语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教师的职业法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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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同时由于教师职业的

示范性特征，教师的职业法律素养会影响学生的法

律素养。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知法、守法、信法、用法

的教育教学行为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法治的

熏陶，对于其形成法治观念、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成为未来法治社会的新一代守法公民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１４］。根据目前对福建省在岗教师的职业

法律知识、观念和意识、信仰和能力现状进行分析，

结合前期研究从国家、学校和教师个体几个层面入

手，探究教师职业法律素养的提升策略，以期对提

高福建省教师职业法律素养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并

最终应用到实践中。由于样本数量有限，研究结论

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今后希望探索教师职业法

律素养的其他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形成比较成熟

并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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