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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原国家教委制定的 《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行细
则》和《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规定，高校
教师岗前培训是对新补充到高等学校的教师任教前的职
业培训，目的是使青年教师了解教师职业的特点和要求，
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知识、技能和方法，树立正确的教育
理念，增强职业道德修养，依法从教。 江西省教育厅对这
项工作高度重视，1990 年， 原省教委发文要求对新补充
到高校工作的教师进行岗前培训。 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实
施二十年来，对帮助新教师掌握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掌
握作为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对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然而，培训教材的遴选方面却存
在诸多不足，如可选用教材大都是通识教材，缺乏岗前培
训的针对性、实用性。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
对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
要求岗前培训的教材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反映学科发
展前沿，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前瞻性。 鉴于此，省教育厅
决定组织专家编写一套适合本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教
材。作为江西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具体实施单位，江西
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召集了一批
岗前培训主讲教师和专家学者研究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教
材的编写事宜，确定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当前高
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突出科学性、前沿性、创新性、实
用性、针对性的教材编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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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的主要特色:
1．新教材内容具有前沿性、创新性。新教材突破了传统培训教材的编写框

架，剔除了陈旧与过时的内容，吸纳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内容以及学科前
沿的最新研究成果，增强了教材内容的前沿性、创新性。

2．新教材体系结构体现科学性。新编写的四本培训教材在内容上基本各自
独立，但在体系结构上设置科学，层次清晰、重点突出、观点正确，呈现条目化、专
题化，实现了统一的编写风格。

3．新教材呈现很强的实用性与针对性。新教材与高校教育教学实践紧密联
系，与培养高素质的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实际紧密结合，精炼了理论篇幅，增加了
大量内容新颖，实用性、针对性很强的教学案例，提高了教材的实用性、针对性。

这套教材是江西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专用教材，相信它的出版对提高高
校教师岗前培训质量、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提高教师素质与水平将发挥重要
作用。

编委会
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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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道德———社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第一章 职业道德———社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学习目标

1. 了解和掌握职业道德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过程，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范
畴;

2. 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3. 了解和掌握职业道德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康德曾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够引起我们内心深深的震撼，一
个是我们头上的星空，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本身所具有的重要
价值可与星空比美，震撼心灵; 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道德评价。

道德，是一定社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各种
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道德就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内心信
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特殊行为规范。
道德，体现在我们日常行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每个民族，每个行业、职
业，都有其特定的道德规范。道德既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正确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职业道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着力点，对
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职业道德是当
今社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第一节 职业与职业道德

一、社会分工与职业
( 一) 社会分工的产生过程
社会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是超越一

个经济单位的社会范围的生产分工，包括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部门的一般
分工，以及把这些大的部门再分为重工业、轻工业、种植业、畜牧业等产业或行业
的特殊分工。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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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市场经济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
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能够提供优质高效劳动产品的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高利润和高价值。人尽
其才，物尽其用最深刻的含义就是由社会分工得出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发生在东大陆原始社
会后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
农业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出现。

1.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
人类在早期的征服自然过程中，有些部落学会驯养动物以取得乳、肉等生活

资料，随着较大规模畜群的形成，这些部落就主要从事畜牧业，使自己从其余的
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成为游牧部落。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同于其他部
落，而且数量较多，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放牧一群
牲畜，只需要少数人，于是，个体劳动代替了共同劳动，相应地出现了私有制，家
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男子从事的畜牧业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男子在家庭中
取得了统治地位。后来，农业和手工业也有所发展，谷物成为人类的食物，出现
了织布机和青铜器，人们开始掌握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技术。一切部门生产的
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于是战俘不再被杀
掉，而被吸收为劳动力，成为奴隶。这样，就零散地出现了奴隶制。第一次社会
大分工的结果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 主人和奴隶、剥
削者和被剥削者。

2.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
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也使手工业向多样化发展。如此多样化的活动已经不能由一个人来进行了，
于是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着第二次社会大
分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使贵金属成为占优势
的货币商品。在社会上一旦出现了货币财富，它便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和重要
的生活目的，一些人会想方设法积累财富。在剩余产品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提高
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还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
本质组成部分。

3.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文明时代的门槛
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交换的商人阶级。他

们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剥削生产者，并取得了生产的领导权。交换发展的
需要产生了金属货币。货币借贷、利息和高利贷也相继出现。土地私有权被牢
固地确立起来，土地完全成为私人财产，它可以世袭、抵押以至出卖。现在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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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这是随着新分工产
生的新的阶级划分。财富更加集中，奴隶人数增多，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为整个
社会的经济基础。由于有了阶级对立，于是产生了国家。

恩格斯对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论述，是与他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
蛮时代、文明时代的论述相结合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野蛮时代的中后期，
经过这三次大分工，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 二) 职业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分工会带来效率方面的认识。

从产品的复杂程度上，小到一根绣花针，大到飞机、船舶; 从分工范围上，小到作
坊，大到国际分工。整个社会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分工带来的效率使人们
对专业化产生了强烈的倾向。专业化意味着一个人将从事某一行业的某一领
域，甚至某一环节，以之为职业。职业是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
高，人们将自己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一件事情上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大部分情
况是身兼数职，一方面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满足自己的多样
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细化，一方面社会效率提高了，人们专注地做一件事
情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某一个兴趣
中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无暇在其他众多兴趣中进行充分地展开，职业也就纷纷
出现了。

人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三大领域，即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职业
生活既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又是个体理想与发展
的基本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成年公民都应该从事一定的职业。所谓职
业就是一个人赖以谋生的社会劳动岗位。从社会角度看，职业是劳动者获得的
社会角色，劳动者为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从国民经
济活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角度来看，职业是指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
同操作的专门劳动岗位。

作为职业，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给予就业者合理的报酬，满足
就业者的生活需要;第二个是赋予就业者一定的社会角色，使其在履行义务和职
责的过程中发展个性和才能;第三个是提供就业者体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和舞台，
使其在工作中赢得尊严、荣誉、声望和影响力，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的前提下，职业具有三层涵义:其一，谋生手段。职业活动最基
本的意义就是谋利，获得现金或实物等经济上合理的报酬，以作为生活的基础，
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二，社会角色。职业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一个“饭碗”，
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分工是相联系的。有了社会分工就
有了职业，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社会所承担的一定的职责和所从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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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业务。从事一定的职业就是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就必须承担与这一社
会角色相应的职责。所以“工作”不只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一种社会角色，是一
种义务和责任。履行义务，承担责任，获得报偿和社会肯定，是职业的应有涵义。
其三，实现自我价值。对于一个人来说，发掘其潜能，展现其才华，贡献其心智，
实现自我价值是生命的渴望和意义所在。职业提供给人们自我实现其人生价值
的机会。成功的职业生活不只是获得多少报酬，或是否尽到岗位责任，而且意味
着在参与社会职业生活中，在更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能力、才华和创造力发挥出
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职业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特征一，职业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职业生活
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借以实现的一种普遍的基本形式，是人类社
会生活得以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特征二，职业是社会对人的角色安排，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来说，他总是在其特定的社会位置上工作，
以这个位置作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与处在其他社会地位上的社会成员进行交
往，这种状况称为职业角色，这一角色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甚至
是终身的。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职业生活创造价值和财富，在获取报酬，维持自己
的生存和生活的同时，又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接受其他“职业角色群”的服务，
以作为自身需求的满足和补充。特征三，职业是人自我实现的途径。职业生活
能促使人们对生活产生更高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
动机，促使人们更加注重职业生活，通过职业活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
职业道德，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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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
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一起构成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它作为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
为人类职业活动中的道德现象，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以及职业本身的形成发展
一样，有其自身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职业道德的产生以社会分工为基本前提，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
会分工和各种不同职业的出现而发展的。职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四
个阶段。

( 一) 萌芽阶段
没有专门的社会分工，也就没有专门的职业和职业道德。社会分工是从原

始社会后期的野蛮时代才开始出现的。在整个蒙昧时代，分工不是社会的，而是
纯粹自然的。男子打猎捕鱼，女子操持家务。随着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过渡，在
氏族内部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之后又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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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工还只是职业分工的雏形，在这种雏形职业分工的漫长生活中，就逐渐出现
了与此相适应的职业道德萌芽。但是，由于当时职业分工简单，物质生活条件低
下，人们还没有真正明确的利益意识，人们的职业关系和职业行为尚无明确的道
德规范，往往与原始氏族和部落的风俗习惯相融合在一起，多以氏族禁忌、宗教
仪式、外在的简单的行为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说这还仅仅是职业道德的
萌芽状态。

( 二) 形成阶段
到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成为社会上独立

的部门，成为专门的职业。同时也由于私有制国家的出现，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的分工，在生产领域出现了生产者和指挥者，在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专门管
理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生活的专职人员。这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专门从事对
以往人们劳动技能和生活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创立出调整行业和职业关系的执
业行为准则。这样，作为成熟形态的职业道德才能在奴隶社会得以形成。

我国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注意到了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职业特征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职业道德规范，提出国有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功
六种职业。王公就是统治集团，其职责是“坐而论道”;士大夫就是贵族和官僚，
其职责是“作而行之”;百工就是手工业者，其职责是“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
民器”;商旅就是商贩，其职责是“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农夫就是农民，其职责
是“饬力以长地材”;妇功就是家庭妇女，其职责是“治丝麻以成之”。管子则把
社会上的各种职业分成士、农、工、商四大类，主张勿使“四民”杂处。对于士，让
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讨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
孝，其事君言敬，其幼者言弟”。对于农，让他们在同一社区居住，平时互相讨论
种田的技艺，自觉按做农的行为方式去生活。对于工，他们集聚在一起则可以互
相探讨和传授各种技艺和经验，自觉按做工的方式去生活。对于商，他们在一起
居住则方便他们学习如何做买卖，也便于他们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士农工商各
司其职，各尽其责，国家就会太平和谐，人们就会富庶幸福。孔子在论语中提出
了许多为官从政者和教师的职业道德，他强调: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
正! ?”“己不正，焉能正人?!”一个教师应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应当以身作
则，身教重于言教。战国时代的名医扁鹊，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不分男女老幼，从
病人出发，为患者着想，具有“随俗而变”的医德。这表明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中
就形成了职业道德，而且具有了丰富的内容，在教师道德、医生道德、为官从政者
道德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职业行为准则。

应当指出的是，奴隶社会的职业分工和职业道德要求，主要是指奴隶主阶级
和自由民众的职业分工和职业道德要求，不包括奴隶。因为尽管奴隶也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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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然而他们根本不被当做人看待，而只是被看做“会说话的工具”在活动。
因而，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根本不适用于奴隶。

( 三) 发展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职业道德在封建社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

会才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
到了封建社会，由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种职业分工，多囿于

封建地主庄园内，如铁匠、木匠、织布匠等，都是为封建地主的需要服务的。但
是，随着社会的进步，适应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需要，手工业、农业、畜牧业、医疗事
业、教育事业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因而也就逐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行会，从而也
就需要调整各职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在医疗、教育、军事、政治等许
多方面，都有着有关职业道德的要求。例如在医疗方面，我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
思邈在《太医精诚》中，精辟地阐明了医生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他认为，作为
一名品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生，绝不应该以自己的技术专长去谋取私利。医生
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因此，不论贵贱贫富，老幼美丑，也不论是否亲朋好友，只要
是病人，都应一视同仁。医生被请出诊时，应不畏山路险峻崎岖，应不畏深夜漆
黑或数九寒天，都要立即出诊。在为病人治病时亦不应嫌脏怕臭，等等。他不仅
这样主张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对中国封建社会医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又例
如，在为官从政方面，封建统治者从本阶级利益出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提倡刚
正不阿、忠言直谏、廉洁清正、不贪钱财、循礼奉法、谨身先率、关心下属、爱护百
姓、任人唯贤等道德要求。不少思想家反对官吏们献媚奉迎、吹牛拍马、损公肥
私、穷奢极欲、违法乱纪、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任人唯亲、营私舞弊等
恶劣行为和作风。而且，还出现了敢于忠言直谏，不怕牺牲的比干;甘守廉平，为
官清正的季文子;不畏强暴，体恤百姓的包拯等“清官”。

从历史文献看，唐、宋、明、清等封建朝代，社会上各种职业都在“三纲五常”
的统治下产生了具有本职业特点的“律”、“规”、“戒”，出现了政有政德、君有君
德、臣有臣德、工有工德、兵有兵德、吏有吏德、医有医德、商有商德、将有将德、农
有农德的局面。这就表明，职业分工及相应的职业道德，在奴隶社会已经在某些
领域显示出比较明晰的轮廓，在封建社会虽没有完整的独立的体系，但却得到了
初步的发展。

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飞速的发展，各种社会分
工也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随着职业分工的发展，职业道德才有了充分的发
展，而且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原来就有的如医务道德、商业道德、军人道德、艺术
道德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且还增加了如编辑道德、新闻道德、工程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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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道德、律师道德等新的职业道德。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
会，职业道德才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中，表现为广泛的社会职业活动，
并且引起了人们道德关系的具体性、多样性，形成了比以往社会广泛得多、完善
得多、独立得多的社会职业道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职业道德的发展，资产
阶级及其思想家也越来越重视对职业道德的研究，于是也就出现了各种职业伦
理学。

( 四) 充实完善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职业道德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

条件，为新型的职业道德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使职业道德发
展进入了充实完善的崭新阶段。

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之上的。在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
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
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
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探索和多种经济形
式的并存发展，最终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就形成了人们之间团结互助平等
的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分工已经不再与阶级的划分，与
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直接发生关系，而各种职业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
分，都是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职业的不同，只是体现了社会分工的不同，
而不是体现了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职业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社会主义社
会的各种职业道德反映了各种职业生活中人们的新型关系，并作为调整各种职
业内部和本职业与社会其他职业人员，以及全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体
系而产生、形成和发展的。

三、职业道德的范畴
职业道德范畴，是指反映职业道德现象的一些基本观念，或者说，各种反映

和概括职业道德现象的特性、方面和关系的基本概念。它主要由职业理想、职业
态度、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业荣誉和职业公正八个要素
构成。

( 一) 职业理想
职业理想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指一定的职业所追求与向往的完善的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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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关系，以及完美的职业道德风尚;二是指一定的职业所追求与向往的从业者的
完美人格。

一般来说，社会应该尽可能地尊重就业者的个性，就是说给就业人员提供尽
可能多的选择机会。职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把各种职业的需求的性格特点与
就业者的个性特征统一起来，不仅可以提高生产率，而且能使个人在生产上获得
新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机械地把职业和人的关系以一对一的形式固定
下来。这种一对一的形式，不符合职业生活的实际情况。职业和人的关系，除性
格特点上应一致外，还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应把人的职业生活方式作
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当选择职业时，不是一见到与自己的性格特点相符就行了，
而且还应考虑自己将来怎样过职业生活的问题。职业选择是这样一种发展过
程:对于个人来说要把现实与理想紧密结合起来，并且不断地加以修正，努力在
社会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下，选择比较合乎个人心愿的职业，实现职业理想。这也
可以说是人对其职业生活方式的探讨。

在职业的选择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对职业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即明确个人
对职业究竟应该要求什么。关于个人对职业要求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职业的三
要素:维持生活，发展个性，承担社会义务”。第一，维持生活。工作是为了吃饱
饭、过安定的生活，这只是工作的最低动机，也可以说是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第
二，发展个性。这是要从事适合于个人能力和爱好的工作，以充分发挥并提高自
己的各种素质。其重点在于通过特定的职业，施展个人的才智。对青少年选择
职业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多数青少年选择职业的动机是为了发挥专长。第三，承
担社会义务。应该说，上述“三要素”在职业选择中都是必需的，但是，作为一个
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在选择职业中应该把承担社会义务放在首位。因为，只有
广大劳动者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分别从事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职业，
社会才能顺利地前进和发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广大社会成员，包括劳动者自
身，才能得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才能逐步获得个性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的
职业理想对于职业选择的总的态度。

为什么有些同志总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不满意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没能处理好职业选择和职业理想的关系。这是个相当复杂、很难解决好的问
题，但这又是人们在生活的历程中必然遇到、不能回避的问题。正确地解决它，
对人生价值的实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选择职业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17 岁的马克思已开始意识到
应该把职业选择和职业理想同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辩证地结合起来。他说:“如
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
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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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人。”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职业、确定职业理
想时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

( 二) 职业态度
1. 职业态度的形成因素
从本质上讲，职业态度就是劳动态度。职业态度是从业者对社会、对其他职

业和广大社会成员履行职业义务的基础。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两
大类。客观因素又包括一般社会因素和特殊因素两种。属于一般社会因素的，
有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如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政
策等。属于特殊因素的，有职业群体的具体职业环境和条件，如职业的性质和内
容、职业群体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体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业内容。影响
从业者职业态度的主观因素包括从业者的自身特点 ( 性别、年龄、能力、爱好
等) ，受制于社会的情况( 个人素质、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 。其中，从业者的价
值观念对职业态度有特殊的影响。

2. 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职业态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树立主人翁的劳动态度。这是因为，

从业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然而，有的从业者缺乏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其中
一个深刻的根源，是受旧的私有制观念的影响。对于共产党员和一切先进分子
来说，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则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

( 三) 职业责任
职业活动是人一生中最基本的社会活动，职业责任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是

职业活动的中心，也是构成特定职业的基础。一般说来，责任就是义务。职业责
任是指人们在一定职业活动中所承担的特定的职责，它包括人们应该做的工作
和应该承担的义务。或者说是企业和劳动者对社会、对人民群众所承担的职业
义务。但是，职业责任、职业义务同职业道德义务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职业道
德义务的要求高于一般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要弄清这个道理，需要先了解
道德义务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从严格的意义来说，道德义务是在人们
的内心信念的驱使下，自觉自愿履行的。正由于这种情况，可以说道德义务不具
有强制性。如果一个行为，完全是受经济强制去做的，内心是被迫的，这并不是
一种道德的行为。因为，道德义务是人们在自觉地认识客观的要求和自己的使
命、职责或任务的基础上形成的内心信念和意志。其次，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
得到权利或好处。它本身绝不是为个人捞取好处或权利，相反，总是以或多或少
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当然，一个人在履行了道德义务以后，也可能得到舆论的
赞扬，社会给予的权利，或他人的感激或报偿。但是，人不但在行为过程中不应
该以某种权利和报酬为前提，而且在行为过程前的动机和目的上，也不应该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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