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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師是一所大學中的靈魂，是四方學子的領航者。有云：「一所大學可以沒有大

樓，但不可以沒有大師」，正是說明了教師在一所大學這個教育場域中的位置，及其

地位的重要。 

佛光大學鑒於社會上逐漸顯示了目標與價值的凌亂，使社會青年漸漸喪失對正

確目標與價值的堅持。體認到這種社會現象，其根源還是與教育、教化有著深刻密切

的關係，正如一條河水的流向，不得不深刻地溯源自大學的教育以及作為一所大學中

的靈魂、明燈守航者—在大學中以教育為職志、以樹人大業為己志的每一位教師們的

責任。 

緣此，佛光大學願意提出自覺與主張，著墨於教師在教學倫理、學術倫理、校園

倫理、社會倫理的期待與願景。這一期待與願景之提揭，不僅是太平洋畔我們這所大

學自發的聲音，更是我們體現創辦人星雲大師的興學旨趣所油生的自覺運動。願教師

春風化雨的本質，能夠在校園場域中再度被喚起，並且在本校全體教師間凝聚。 

古賢所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源頭活水」便是一所大學中

教師們的言教、身教。有感於斯，乃有此一「宣言」之提出，希望藉此凝聚全體教師

的共識，作為形成傳統人文精神的象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於斯之謂。 

第一章  總綱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達成培育人才、研究學術、提

昇文化、及服務社會之目標，特依大學法及教師法之精神制定本校教師倫

理宣言（以下簡稱本宣言）。 

第 2 條    本宣言旨在揭示一般法令無法涵蓋且涉及大學教師專業自律之倫理道

德尺標。 

第二章  基本信念 

第 3 條    教師應以探索真理、傳播知識、培育人才、服務社會為目的。身為本

校教師，在教學、研究及為人處世方面，應秉持下列信念︰ 

一、知識真理：以追求知識及真理為職志。 

二、自由自律：秉持良知以治學授業，致力維護學術自由。 

三、公正客觀：秉持公正客觀態度，促進學術與教育充分發展。 

四、誠信正直：誠信正直以治學處世，樹立開誠磊落之風氣。 

五、和諧純淨：維護校園和諧純淨，創造美好之大學環境。 

六、互敬合作：自尊互敬、包容合作，促進大學之協調、融合及發展。 



七、敬業精進：精益求精，以追求卓越為榮。 

八、篤實服務：熱誠篤實，以知識服務人群，以道德美化社會。 

第三章  教學倫理 

第 4 條    教學係大學教師的首要工作之一，教師應秉持學術自由的基本精神，

發揮「傳道、授業、解惑」之功能，達成傳授知識及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

力的目標。 

第 5 條    教師應不斷自我充實，熱心傳授學生專業知識、啟發學生學習與思

考。教師應具備之「教學倫理」如下： 

一、教師應秉持至誠從事教學工作（熱誠原則）： 

（一）應盡力執行學校所賦予的教學責任。 

（二）應充份準備授課內容。 

（三）應遵守授課時間，並儘量避免調課。 

（四）應關心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果。 

（五）鼓勵學生雙向溝通，並提供學生適當的課外諮商時間。 

二、教師應不斷地要求自我與充實自我（充實原則）： 

（一）應參與研究活動，拓展學術新知。 

（二）應不斷吸收相關領域之知識。 

（三）適度參與相關領域之專業活動。 

（四）應重視教學評鑑之結果，並適時改進教材及教學方法。 

三、教師應秉持專業精神從事教學（專業原則）： 

（一）授課之內容應與課程相符。 

（二）授課前應明示課程綱要、教學進度及成績評定原則。 

（三）應指定適度的閱讀材料、習題或報告以協助學生學習。 

（四）應於所編著教材註明引用資料之來源。 

（五）對學生之要求與考核應與課程相關。 

（六）應以公正態度評估學生學習成果。 

（七）對於課程之爭議性論點應予適度解說。 

（八）應尊重學生學術自由之立場，並避免刻意影響學生的自主意

識。 

第四章  學術倫理 

第 6 條    研究與教學同為大學教師之首要任務，大學應保障教師充分的學術自

由，以追求卓越之學術成效。 

第 7 條    教師應本著高度的職業道德與正直的人格，從事及指導研究工作，以

探求新知、發表成果、提昇學術水準為己任。 

教師應具備之「學術倫理」如下： 

一、教師應秉持追求卓越的精神從事研究工作（敬業原則）： 

（一）應持續吸收新知，致力研究工作以提昇學術水準。 

（二）應致力發表研究成果。 

（三）研究工作應本於誠信與良知，不受制於任何外在壓力與誘惑。 



（四）應從事與專業領域相關之研究為主。 

二、教師應秉持嚴謹的態度處理研究資料與結果（嚴謹原則）： 

（一）不得捏造、竄改研究資料，或不當引用他人資料。 

（二）應妥善紀錄並保存相關資料，並適時提供相關人士檢驗或查考。 

（三）身為主要研究者必須負責資料的管理，並且規劃成果發表之有關

事宜。 

（四）必須週密思考並分析所有研究結果，包括與事前預期不符的發

現。 

三、教師應秉持誠信的態度發表著作（誠信原則）： 

（一）不得抄襲、剽竊。 

（二）實際參與研究者方得列名為作者。 

（三）研究成果發表時應適當註明經費來源，及協助研究之人員與單

位。 

（四）身為作者必須為所發表之成果負責，必須適當回應對所發表成

果的正式查詢。 

（五）研究成果首次公開以在學術性刊物、研討會或專利公報為宜。 

（六）研究成果不得在學術性期刊重複發表。 

（七）研究著作引用他人的著作或資料，必須確實註明來源。 

（八）避免因主觀立場影響研究結論。 

四、教師應秉持公正態度參與或接受學術審查（公正原則）： 

（一）身為審查人不得因主觀立場或學術主張之差異而影響評審結

果。 

（二）審查人不得藉審查身份來影響當事人之學術主張或自主意識。 

（三）學術成果接受審查時，當事人應尊重審查單位之程序。 

第五章  校園倫理 

第 8 條    大學之功能不僅是知識的追求與傳授，亦須重視人格與生活態度的養

成。 

第 9 條    本校教師應當透過校園生活的互動，建立互敬與互助的人際關係，  

並致力維持一個和諧純淨的校園。 

教師應具備之「校園倫理」如下： 

一、教師應致力維持教職員生之和諧關係（和諧原則）： 

（一）應適度斟酌本身之處世接物，期許成為校園之示範。 

（二）與同仁相處謹守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 

（三）應尊重學生之獨立人格、職工之專業職權與功能。 

（四）應適度維護學生之隱私。 

（五）關心並盡己所能協助解決學生及同仁困難。 

（六）適度參與校園活動，並與學生及職工維持適當互動與交流。 

（七）避免對同仁做出不當之人身評價或破壞同仁之人際關係。 

（八）得合理爭取教學研究所須之工作條件及依法維護本身應有權益。 

（九）必要時得以適當方式維護師道尊嚴。 



二、教師應致力維繫健康之師生關係（健康原則）： 

（一）避免與學生建立不當的親密關係。 

（二）避免對同仁或學生有騷擾、不當之差別待遇等情事。 

（三）避免接受學生不當之饋贈或請宴。 

三、教師應致力與同仁整合而成就教育與學術榮譽（合作原則）： 

（一）應適度參與行政工作。 

（二）應尊重同仁之學術與思想自由。 

（三）對同仁教育與學術成果之各種評估應力求客觀。 

（四）與同仁之間盡量維持交流以達成互惠或團隊合作。 

四、教師應致力維護校園之純淨（純淨原則）： 

（一）應盡己之力或協助校方排除不當之政治、經濟等因素干預校

園。 

（二）避免以偏頗方式影響學生之宗教、政治觀點及自主意識。 

（三）避免利用學生、行政人員以及公有資源圖利私人。 

（四）避免接受任何異常之饋贈。 

五、教師應重視校園生活的教育效果並以身作則（身教原則）： 

（一）應斟酌與學生相處之方式，以期達成身教之效果。 

（二）應尊重學生為獨立人格之個體，使習於自尊與互敬之相處之道。 

（三）應尊重學生之合理權益，使習於權利義務之相對觀念。 

（四）多以溝通方式啟發學生知所自律、獨立思考。 

第六章  社會倫理 

第 10 條    教師應致力促進大學以知識服務人群，並導引社會風氣之功能。 

第 11 條    教師雖享有相當之個人自由，但因教師個人與大學之社會形象有明顯

重疊，故與社會互動時更應恪守適當原則，以維護本校之形象。 

教師應具備之「社會倫理」如下： 

一、教師參與社會各界活動應以服務為基本目的（服務原則）： 

（一）在教學與研究之餘，應積極關懷並參與社會公益事務。 

（二）參與外界活動應以本身專業領域相關者為主，並致力藉知識服

務社會、促進知識之傳佈。 

（三）參與外界活動時，應致力促進本校與社會之溝通與交流。 

（四）與外界互動時，宜以社會正義、社會公益及本校需要為優先考

慮。 

二、教師與社會各界之互動應維持適當分際（自律原則）： 

（一）與外界互動時，應斟酌言論行為以為社會示範。 

（二）教師有對外界發表個人言論之自由，但應避免濫用本校聲譽或

形成本校代言人之誤解。 

（三）教師有參與外界活動之自由，但應避免因此怠忽對本校應盡之

責任。 

（四）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對本校形象或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五）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利用本校之形象或資源以圖利私人。 



（六）參與推廣教育或建教合作時，應避免經營不當之私人利益。 

（七）在校外之各種兼職應報校核備。 

第七章  附則 

第 12 條  本宣言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