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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权威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需要，人类社会无法脱离权威而独立存在；而教育领域作为社会生活的其

中之一，同样需要教育上的权威。教师权威则是教育权威的主要代表，也是权威在学校教育中的主要表

现，具体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控制和管理、学生对老师的依附与顺从。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权威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 教师权威是学校教育的必然要求；2) 教师权威是学生成长

的推动力；3) 教师权威是教师角色的本源之义。而在学校教育中，树立教师权威需要维持一种爱与罚之

间的道德张力，主要包括：1) 以爱说理，树立理性教师权威；2) 罚之有度，保障有效教师权威；3) 爱、

罚平衡，造就合理教师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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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authority is the basic need of human society, which can not exist independently 
without authority, and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social life, also needs the authority of 
education. Teacher authority i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education authority, and also the main 
expression of authority in school educa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teacher’s control and manage-
ment of students, students’ dependence and obedience to teachers. In school education,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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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1) teacher authori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2) teacher authority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student 
growth; 3) teacher authority is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er’s role. In school education, it is neces-
sary to maintain a kind of moral tension between love and punishment to establish teachers’ au-
thority, which includes: 1) reasoning with love to establish rational teacher authority; 2) punish-
ing in moderation to ensure effective teacher authority; 3) balancing love and punishment to 
create reasonable teacher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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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权威的内涵 

权威(authority)是指得到公认的组织、团体或者个人对某一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所起的作用。产生这

种作用的结果就是，其他个体会在他们的观点和意见之下，对这个组织、团体或者个人表示服从或者依

赖[1]。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权威表示着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人类的行为受社会设定的目的和

准则的支配，并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发挥相应的作用[2]。在社会学层面上阐释，权

威是指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影响与受影响、支配与服从的社会关系。而这一关系存在的原因，一是因

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化、集团化需要某种权威来发挥控制、管理和协调等的功能，二是由于生活在社会中

的人们则需要有秩序、和平、公平的社会生活，而权威则是实现这种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3]。 
学校的生活与教育都是具有高度组织性与集体性的活动形式，稳定的秩序是学校生活与教育运作的

基本条件，学校教育不能脱离秩序而存在。和平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典型特点，和平与民主的师生关系是

其不同于其他社交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公正不仅是学校教育的目标，也是学校教育的一种方式，教师

都应该以公正的环境熏陶学生，让学生可以以公正自我标榜，自主地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公正，本就

是人类理想世界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从这一点上说，教育必须要有权威。适当的权威是进行学校教育的

必要先决条件。教师权威是权威在学校教育中的主要表现，其具体表现为：教师控制和管理学生，学生

对老师的依附与顺从。 

2. 使用须知 

毋庸置疑，教师权威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2.1. 教师权威是学校教育的必然要求 

首先，教师权威是保证学校生活能够有条不紊的运作的前提条件。当今社会无法脱离权威而独立存

在，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还是法治等各领域都离不开权威的引领。学校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部分，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集体性的特点，为了学生能够以稳定的秩序、和平公正的环境在学

校中生活与学习，就要求教师必须发挥教师权威的重要作用。 
其次，教师权威在学校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最主要的形式，也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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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和实践的地方。教师权威作为一种理性权威，它可以有效地保障良好的课堂纪律，

维护班级的秩序，确保教学的顺利开展，最后达到教学目的。 
最后，教师权威是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的核心。教师权威在教育领域中代表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是影响学校教育教学成果的必要因素。师生关系的好坏，取决于师生有没有共同努力，而对于教师而言，

建立自己的权威是非常关键的。师生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对话，是师生互动的具体表现，教师权威是良好

师生关系有效的保障。教师权威的缺失就代表着教师就不能引导学生，学生不能服从教师，那么教师的

教诲就不能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而信息的断绝势必会造成沟通的中断，使师生之间的关系很难建立。

所以，在教师权威的正确引领之下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必要的。 

2.2. 教师权威是学生成长的推动力 

学生在学校生活时大多都属于未成年的年龄阶段，心智相较于成年人还不够成熟，缺乏判断能力，

还不能够全面地看待与自主地解决问题，是未完成的社会人。而这一阶段的学生，普遍都具有向师性的

特点，因此，这种发展特征决定了在学校里，学生的成长必须依靠教师权威来支撑和促进。 
首先，学生的不成熟性需要教师权威的教导。这一阶段的学生在生理与心理上都不够成熟，比较稚

嫩。而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也少不了叛逆的阶段，具有任性妄为、不理智的特点，因此必须要通过教师

权威对学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给学生留下冷静的时间，从而做出客观的选择与判断。由此可见，学

生良好品行的养成离不开教师权威的引领。“无规矩，不成方圆。”教师权威则教导学生社会具有社会

的规则，我们必须在既定的规则之下自由探索。 
其次，学生的未完成性需要教师权威的指引。在校学生大多都是未完成的社会人，因此要求教育对

学生进行指引与帮助，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教师在社会的要求之下，将学生培养与教育成为

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人，从这一方面来说，教师权威对学生成长具有推动作用，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

个性地发展，在成长过程中也能够有效地避免消极因素与随意性因素的影响。 
最后，学生的向师性需要教师权威的维持。这种特性使得学生会在不经意间把老师当成了模仿的目

标，因此，如果教师具有良好的行为表现、道德品质，对学生则能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教师要充分

发挥学生的“向师性”特征，对其进行恰当的教育、指导，并借助其威慑力保持这种“向师”的状态，

从而促使其自觉地服从老师，从而有利于老师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 

2.3. 教师权威是教师角色的本源之义 

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角色定位是社会期望所赋予的，这是教师的本源之义。涂尔

干所曾说：“因为儿童从老师那里了解了规则，而当老师向儿童展示了这些规则时，这些规则就只具有

了老师所赋予的权威。规则所规定的行动可能很枯燥，很有限，没有什么内在的力量可以将自己的意愿

强加于人的意愿上。只有外在的力量，即从老师那里获得。”[4]因此，教师本身就应该具有权威。 
首先，教师天然的道德权威来自于他们“传道者”的身份。他们是传播社会伦理和价值观的重要载

体，承担着天然的使命感。在现如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教师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并对学生言传身教。所以，教师的道德权威能够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 
其次，教师天然的知识权威来自于他们培养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教育是教师工作的主要内容，在

社会的要求下，教给学生一定的知识技能，成为符合社会目标的人，这就要求教师拥有更加丰富的知识

经验、技能基础。这一传授过程以教师的知识权威为基础，使学生主动听从教师的教诲与引导。 
最后，教师天然的法理权威来自于他们管理者的身份。在学校中，教师不仅对学生的学习负责，还

要对学生的校园生活负责，教师除教育教学之外，还需要建立班级规章制度、安排卫生、维持纪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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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管理事务奠定了教师的法理权威，使学生在教师权威下能够服从管理。 

3. 教师权威的合理实施 

由上文可知，教师权威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教育力量，它是一种在爱与罚之间达到平衡的道德张力，

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教师权威必须具备一定的教育智慧。 

3.1. 以爱说理，树立理性教师权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把教师权威与一些消极词语挂钩，例如“凶”、威严、命令等等，这样的刻

板印象也是教师所被诟病，或者教师本身对于“权威”产生误解的原因。实际上，教师权威的实施应该

以爱为前提、为基础。这种爱出于教师对于学生无任何功利目的的关爱，只有以爱为前提与基础树立的

教师权威，才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使之发自内心地认可教师，自主听从教师的教诲。 
首先，教师必须能够感受到所有的人性之美。只有教师拥有感受美的能力，才能发现学生的可爱，

真心实意喜爱学生，并将自己探索的美好世界赋予学生。“爱基于情感的和谐，同时基于适应”[5]。这

里的适应指的是师生之间互相适应，并在其基础上产生感情。为达到这一目标，教师必须给学生以平易

近人的感受，消除师生原来的陌生感，主动、慎重地与学生交往。再次，教师应该要在建立良好师生关

系的过程中经常自我反思，例如，不应该与学生过于较劲、不应该故意摆威风、不应该言而无信等等，

这些行为都会遭到学生的排斥，不利于树立威信。只有尊重、真诚、友好、关爱才能使学生产生自愿服

从的态度。以情感为基础，学生与教师互相尊重与信任，才是树立教师威信的必要前提。 

3.2. 罚之有度，保障有效教师权威 

教师权威固然是以爱为前提的权威，但并不表示把权威完完全全等同于爱，只有爱的教育容易使学

生不以为然、自我放纵，所以教育权威还应该包括一些能使人感到敬畏的震慑力量。因此，教育惩罚也

应是教师权威的合理维度。 
教育惩戒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教师权威的建立，但也应合理运用才能够

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惩戒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高难度的教育技巧。”[6]那么应该如何合理进行惩戒

呢？这要求教师应该认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认真了解其注意事项，客观、谨慎地

使用。 
首先，惩戒必须要抓住时机，勿冲动。一般来说，当学生犯错的时候，就是对他进行教育惩罚的最

好时机，因为他的负罪感和不安会促使他去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在这个时候，教导学生的道理也是最能

让人难忘的，从而达到最佳的惩罚效果。但是如果在学生犯错后，教师自己的情绪还尚未冷静，处于不

理智的状态时切勿进行惩罚。正确的方法是在犯错与处罚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隙，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

思考。教师也可以在此期间恢复理智，对现状进行分析，并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其次，惩罚应要适度，

也就是要建立合理的惩罚机制。所有的惩罚一旦使用，则会丧失一定的效果。因此，我们要合理把握惩

罚的次数和严重程度，根据一个普遍的心理学法则，惩罚的严重程度越高，其影响力也会相对减弱。 

3.3. 爱、罚平衡，造就合理教师权威 

合理的教师权威需要平衡爱与惩罚，因此要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从字面上看，这是两

个相对的词语，代表着相反的意义，但是对于树立教育权威来说，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首先，教

育惩罚以爱为前提基础，“感情赋予惩罚以生命，这种感情就是教师对学生生命的眷顾和对学生成长的

期待”[7]。教师实施教育惩罚的初衷是促进学生的成长，教育惩罚的本意也是让学生在消极的情绪体验

下获得反思，进而改变自我，获得成长。这都是以教师与学生的情感基础为前提，“亲其师，信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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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情感联系，当学生视教师为自己人时，惩罚表示的不是教师对自己的贬

低，而是教师对自己的关心和爱”。其次，惩罚保证爱的慎重性，教师对于学生的爱必须保有底线，否

则将使学生得寸进尺、放纵自我，合理的惩罚能够使学生在痛苦中杜绝错误的再次发生，这体现了教育

惩罚的辅助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持了教师的权威。 
在正确认识了爱与惩罚之间关系之后，两者应该保持怎样的道德张力呢？首先，在教育中应严慈相

济。关爱与严格要求保证了教师对学生的爱保有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也体现了教师对于学生学习生活

的负责的态度。其次，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经得起惩罚的考验。使学生在犯错经受过惩罚之后，能够改

过自新，并依旧以谦虚、敬畏的心回应老师的惩罚，如若惩罚过后便厌恶、辱骂老师，这种爱便不具有

道德张力。最后，对学生的惩罚应经得起道德的考验。惩罚具有否定和消极的力量，不道德的惩罚会让

学生产生更严重的消极情绪反应。因此，老师处罚要适当，能做到“对事不对人”，把学生的思考作为

立足点，对学生负责。 
教师权威的建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维持爱心和惩戒之间的道德张力，更是一个值得每一

位教师深思的问题。要建立起教师的权威，就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教育智慧。教师要以崇高的专

业追求自我，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实现爱与罚的道德张力，实现自我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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