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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面向一个高度发展的经济社会，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

人？他们应该具备哪些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这是所有关心教

育、从事教育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为顺应国际潮流，教育部于２０１４年

４月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简称

《意见》），提出“核心素养体系”的研制和构建，这是推进课程改革深化发展

的关键环节。

什么是“核心素养”？欧盟将其界定为一系列可移植的、具有多种功能

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是个体获得个人成就和自我发展、融入社会、胜任工作

的必备素养，并且将其作为终身教育的基础；“核心素养”涉及语言、数学、科

技、人文与社会、信息、环境、财商等领域的素养，还涉及批判性思维、创造性

与问题解决、学会学习与终身学习、自我认识与自我调控、人生规划与幸福

生活以及沟通与合作、领导力、跨文化与国际理解、公民责任与社会参与等

通用素养。

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比较注重的是语言、数学、科技、人文与社会、信

息、环境与财商等领域素养，这从近些年来上海市中小学生上述素养在国际

评价中屡获殊荣可见一斑；在所谓通用素养养成方面，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乃

至大学教育阶段都做得不尽如人意，而这恰恰是学生从学校毕业后迅速融

入社会、适应岗位的必备素养。

针对我国学生跨文化和国际理解能力、人际沟通及团队合作能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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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社会参与（包括礼仪与行为规范）能力以及自我认知与自我调控、工

作执行及管理能力的缺乏，我们在现代服务外包教学平台上开设了这套职

业素养系列课程，包括《跨文化交流》、《有效沟通与团队合作》、《情绪管理与

压力缓解》、《项目管理与时间管理》、《商务礼仪与职场形象》、《职业道德》等

实训课程。通过该系列课程的实训教学，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在职业

素养方面获得系统训练和提高，真正成为做人有型、做事有界、能够迅速适

应岗位和社会需要的人才。

马德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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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针对应用型普通高校以及高职院校的实训类课程教学而编写的

系列教材之一。从实训特点出发，本书比较偏重教材的可读性，希望通过大

量深入浅出的案例分析阐明职业道德的相关内容，同时，加入了大量拓展阅

读等方面的材料，不仅适用于实训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使用，而且便于不同专

业的学生自学，此外，还可以作为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类似情境时参考

的实用手册。

书中介绍了职业道德的概念、历史发展过程、内容、特征以及与法律的

关系等。其主要教学目的是为了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就业前职业道德的预培

养，使大学生通过学习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职业道德概念，自觉进行职业道

德修养，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践行职业道德。

本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引　言　以职业道德对现实生活的重要影响为开端引出后面的部分。

第一章　职业道德及其历史发展，主要界定职业道德的概念并对职业

道德的发展历程做了概述性描述。

第二章　职业道德与个人素质，主要阐明大学阶段是培养职业道德的

重要时期，同时职业道德更是个人素质的反映，应从责任感、个人教养以及

专业素质方面进行职业道德与个人素质的培养。

第三章　职业观与职业道德，主要介绍确立正确职业观的重要性，以及

职业观与职业道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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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职业道德的核心。

第五章　职业道德与团队精神。

四至五章重点讲明职业道德的三个根本内容，即诚信、忠诚以及团队

精神。

第六章　职业道德与企业的生存发展，主要介绍职业道德对企业发展

的重要影响。

第七章　职业道德的特质性，重点介绍职业道德的与其他类型的道德

相比所表现出的特殊性。

第八章　职业道德与法律，主要职业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

纪律与职业道德及法律之间的关系。

为了符合实训课程的特点，便于学生理解，本书还针对每章设计了思考

题，力求实现既有一定的道德理论基础，又有鲜活生动的案例分析；既注重

现实应用，又关注未来发展的教材。

本书建议课堂教学时数为１６－２０学时，建议可采取在教师指导下以学

生演讲与讨论形式为主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可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之在

步入职场前学会自学及分析和表达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针对学

生在表达过程中出现的概念不清、理解偏差等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解。

本书不仅可供应用型普通高校及高职院校教学使用，也可作为企业员

工职业道德的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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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东航飞行员（一名机长、两名副驾驶）同往常一样

认真细致地做着飞行准备，当天，他们要驾驶Ａ３２０飞机执行 ＭＵ５６４３航

班，由上海虹桥起飞，将１４７名旅客送往天津。

１１：５４，飞机在晚点了１９分钟后，终于接到塔台指令开车滑出，１２：０３，

塔台指挥飞机进跑道３６Ｌ，机组在执行完起飞前检查单之后进跑道，１２：０４，

塔台指挥３２０飞机：跑道３６Ｌ，可以起飞。

之后，Ａ３２０机组在确认跑道无障碍的情况下，执行了起飞动作，然而，

就在飞机滑跑速度达到１１０节（每小时２００千米）左右时，机长突然发现有

一架Ａ３３０正准备横穿３６Ｌ跑道，在立即让中间座询问塔台时，机长观察并

确认该Ａ３３０飞机确实是在穿越跑道，此时飞机速度已达１３０节（每小时

２４０千米）。

而此时，东航ＭＵ５１０６航班（Ａ３３０执飞）正载着２６６名旅客从北京飞抵

上海，并得到空管指令穿越跑道前往航站楼停靠，在穿越３６Ｌ跑道过程中，

ＭＵ５１０６航班机组也发现了有飞机正在滑跑起飞，立即加速滑行以尽快脱

离跑道。

当时，在操纵Ａ３２０飞机的副驾驶一度有所迟疑，点了一下刹车，不过

Ａ３２０飞机的机长迅速接过了操纵杆，以７．０３度／秒的速率，带杆到机械止

动位，最终，Ａ３２０飞机从Ａ３３０飞机的上空飞越，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撞机事

故（机上旅客４１３人、机组２６人）。

根据民航局的调查显示，当时两架飞机的垂直距离最小时１９米，翼尖

距仅１３米，只差三秒就造成两机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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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共同组成的调查

组，分别对事发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问询，调取通话录音、雷达录像，并对两

架涉事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进行了译码。

１０月１２日，来自调查组的初步判断显示，这一事件是一起因塔台管制

员指挥失误造成跑道侵入的不安全事件。

１０月１４日，民航局召开紧急安全视频会，进一步通报了“１０·１１”事件

调查的初步结果，这是一起塔台管制员遗忘飞机动态、违反工作标准造成的

人为原因严重事故征候。据业内人士说明，事故征候，就是指在航空器运行

阶段或在机场活动区内发生的与航空器有关的，不构成事故但影响或可能

影响安全的事件。

多位民航业内人士介绍，日常飞机的起飞和降落，都是在管制员的指挥

下进行的，塔台管制员属于空管系统的其中一个岗位，一般是在机场的塔台

中根据屏幕以及观察现场，对飞机发布起飞或降落等指令。遇到一架飞机

起飞，另一架飞机要穿越跑道的情况，应该是在确保要起飞的飞机抬轮之

后，再对另一架飞机发出穿越指令。

而在这一事件中，Ａ３２０飞机接到塔台管制员３６Ｌ跑道起飞指令后的

３７秒，塔台管制员遗忘了３６Ｌ跑道有飞机在起飞，开始指挥在Ｈ３道口的

Ａ３３０飞机穿越３６Ｌ跑道。

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一事件已被民航局定义为严重事故征候，

要知道，在３７年前发生的特内里费空难①，与虹桥机场上演的惊险一幕有些

类似，当时造成５８３人死亡，是全球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之一。

“１０·１１”事件是一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惊险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固然值得庆幸，然而，也不得不令人反思，对于管制员这样一个关乎生命安

全的重要岗位，什么是最重要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这当然是基

础。然而仅仅这些就够了吗？试想假如Ａ３２０的速度达不到抬起的程度

呢？假如机长的操作稍有迟疑呢？早一秒晚一秒的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① 这是一件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７日傍晚于西班牙北非外海自治属地加那利群岛的洛司罗迪欧机场

（西班牙文：Ａｅｒｏｐｕｅｒ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ｏｓＲｏｄｅｏｓ，ＴＦＮ）发生的荷航与泛美航班的两架波音７４７巨无

霸客机在跑道上高速相撞的严重空难事件。由于发生事故的两架飞机都是满载油料与人员状态的大型

客机，因此事件造成两机上多达５８３名的乘客与组员死亡，是迄今为止死伤最惨重的空难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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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了事故，即使管制员被开除甚至坐牢，又对这几百条鲜活的生命、

几百个破碎的家庭有何助益呢？案例显示，管制员显然是由于疏忽大意造

成的事故，在一个如此需要责任心，半分钟都不能分神的岗位上，把所有乘

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才是这个岗位的首要职责，而职责的

履行需要靠职业道德来保证。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极端事件、偶然事件，对

职业道德的忽视，可能会导致不同职业领域中各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在今

天的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会涉足职业领域，经历或长或短的职业生涯。因

此，职业道德在职业分工日趋细化，职业大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职业道德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呢？在现代社会中，职业道德的内涵

究竟包含哪些方面？职业道德对于个人、企业的重要性是什么？以及职业

道德与法律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都将在本书中一一进行解答。





第一章　
职业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本章学习目标：

（１）掌握职业道德的概念。

（２）了解职业道德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为更好地理解职业道德

的内涵奠定基础。

本章学习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分工日趋细化，职业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此，这必然使承担重要调节功能的职业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日益凸显其

重要地位。同时，历史上职业道德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和促进，在今天依然具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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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职业道德概念

一、职业分工的细化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９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审议、表决通过并颁布了新修订的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

根据这部《分类大典》，职业分类结构为８个大类、７５个中类、４３４个小

类、１４８１个职业。类似的职业分类在国际上以及各个国家都有，随着社会

的发展，职业分类必将更趋细化。也就是说，如今的社会就像一个庞大的机

器，而这许多职业就像机器上的零部件，推动这部巨型机器的运作。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从简单的分工、屈指可数的职业分类，到今天

这样一个巨大的体系，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趋势，那就是职业分工的细化必

然会提高职业标准和要求，同时，对职业道德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高。

二、职业道德是职业与道德结合的产物

职业道德，顾名思义，是因职业而产生的道德，或者说是职业中应该

遵循的道德。就概念而言，职业道德可以拆分为职业与道德两个独立的

概念。

职业是人类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

工作。

“道德是指以善恶为评价方式，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

念来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它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

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道德是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做人做事

的底线。道德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很

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修订版，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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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是道德赋予的，假如没有道德，人类社会就是动物世界，毫无理性、

智慧可言。是道德使人们自尊自重自爱；是道德的鞭策，营造了人类的和

谐。道德体现着人类的一种责任意识。

而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即人们在职业

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由于职业既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体现社

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因此，必然需要道德的规范，它是同人们的职业

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

总和，也是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责任等的总称。当然，

由于职业的社会属性，职业道德既是本行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

又是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又由于职业行为直接面对公众，

具有公共示范性，所以其本质也是一种社会公德。

也就是说作为道德的一种，职业道德必须伴随着职业的出现而出现，也

必然会随着职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要了解职业道德在职业生涯中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就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职业道德的产生、发展、丰富和完

善的进程，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职业道德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发展

规律。

　

第二节　职业道德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职业道德的萌芽期

社会分工是职业、职业活动以及职业道德产生的基础。在原始社会初

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从完全像动物一样，依靠难以保证数量

和质量的食物生存，到逐步掌握一些简单工具，掌握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再

到生产力水平有一定提高直到出现社会分工，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因而早期人类社会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也没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划分，因

而也不可能存在以职业分工为前提条件的职业道德。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社会的两次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之后，农民

和手工业者在农耕及手工制造的岗位上生产出了符合当时生产力条件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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