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
第30个教师节。

30年来， 教师节已经
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
重要节日。

但毋庸讳言， 教师节
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渐渐
变了味： 一些教师很期盼
过教师节， 因为过这个节
可以名正言顺地进一笔
财； 学生们普遍害怕过教
师节， 因为过节就得处心
积虑地设法讨老师欢心，
孩子们为怎样变花样让老
师开心而焦虑， 为送什么
样的礼物而发愁； 家长们
为过教师节犯怵———“过
节 ” 就意味着 “破财 ” ，
另外， 如何设计出一个冠
冕堂皇的送礼理由也很费
脑筋呀； 学校为过节也挠
头 ， 因为过节就得 “花
钱 ”， 过节就得搞排场 ，
造气氛啦； 当然， 更多的
老师为过节拒礼而伤神，
他们被种种陈规陋习的绑
架而伤神……

变味的教师节也引发
了全社会的焦虑感， 人们
为教育净土的 “沦陷” 而
忧伤， 为师德的 “衰退”
而忧虑， 也为社会风气的
“污浊” 而忧思。 事实证
明， 那种变味的教师节已
经蜕变为 “教师劫”， 这
样让人悲催的 “教师节”
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关于
教师节的种种 “潜规则”
也不能再任其蔓延肆虐
了。

要说怎样过教师节更
好？

以笔者看来， 清清爽
爽的教师节就挺好的。

清爽的教师节， 不用
送礼收礼 ， 不用彩排演
练， 更不需要繁文缛节。
这样下来， 老师放松， 学
生轻松， 家长没压力， 学
校也乐得清静， 大家都开
心欢喜， 难道不好吗？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 不少教师吐露心声：
学生懂得感恩就是最好的
礼物。 将教师节作为全社
会感恩教师的契机， 在教
师节里摒弃那些 “礼尚往
来” 的陋习， 大家静下心
来关注教育改革的问题，
为改善教师地位建言献
策， 让师德得到尊重， 让
知识的价值得到认可， 这
样的教师节肯定能受到欢
迎。

从今儿起， 请学校和
教师做出承诺 ： 绝不收
礼！ 送礼必奉还！

从今儿起， 请家长配
合： 送礼是亵渎师恩的行
为， 发个短信表达心意即
可！ 协力同心培养孩子就
是最大的谢师礼！

从今儿起， 也请学生
们明白： 发奋学习， 报效
祖国， 就是对老师最好的
回报！

从今儿起， 让我们共
同努力 ： 过清爽的教师
节， 让我们民族在风清气
正中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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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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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3
职业技术学校盼多受关注

与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授相
比， 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很容易
被 “忽略”。 李才今年9月刚从一
家技师学校离职， 他觉得技校教
师比起义务教育阶段同行差别很
大 ， “不仅教学压力大 ， 任务
重 ， 一到暑期 ， 招生就业两头
抓， 难得休息。” 今年整个暑期，
因为忙于学生技能比赛的后勤保
障工作和招生 ， 他基本没有休
息 。 考虑到孩子小 ， 家里没人
带， 李才选择了离职， 但因为热
爱教师职业， 目前他在一家培训
机构担任兼职代课老师。

往年的教师节， 李老师所在
的技校都会有个简单的仪式来给
教师们庆祝， 表彰当年的优秀教
师。 但相比其它类型的学校， 技
校教师这个群体被关注的很少，
对于即将到来的教师节， 他期待
社会上有更多的人能关注职业技
能学校的教师们。

对于李老师的这一看法， 北
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宋力春老师
表示赞同。 “目前技能人才， 尤
其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 国家
越来越重视职业技能教育和技校
教师团队的建设， 相比以前已经
好了很多。 但比起义务教育阶段
的教师， 技校教师受重视程度还
是差一些。”

宋力春认为， 教师节不仅是
社会对教师们辛勤劳动的一个认
可， 也是教师群体要更好在岗位
上发光发热的一个鞭策。 来自就
业市场的压力， 加上科技发展和
社会进步促使设备自动化程度越
来越高， 就业单位对人才需求的
标准也越来越高。 技术工人不仅
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扎实的
文化基础 ， 还须具有获取新知
识、 新技能的意识和能力， 能适
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社会。 因此，
中职教师的责任越来越大， 不仅
要教学生做人， 还要教学生掌握
扎实的专业技能。

教育部门
教师节不收礼彰显师德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校在
教师节庆祝方式上动起脑筋： 和
平里九小设计过教师走红毯仪
式， 学生在两旁列队欢迎， 让教
师享受一把明星待遇； 四季青中
心小学组织过学生卖废品， 把钱
集中起来给教师买心意卡； 东城
青少年科技馆安排了师徒结对的
拜师礼， 象征教师岗位薪火相传
……多种方式既营造出和谐喜庆
的过节气氛， 又不增加学生和家
长的负担。

学校给教师送的礼物也是多
种多样， 和平里九小给每个教师
发过一个礼品袋， 里面装有红玫
瑰、 水杯和润肤露。 还有的学校
请来摄影师， 拍下教师幸福的笑
脸 ， 制作成幸福卡发给大家 。
各级教育部门也通过多种方式，
向社会传递 “教师节不收礼” 的

信号。 市教委连续几年组织100
多位名师， 在公园 “摆摊” 为家
长和学生提供义务教育咨询服
务， 并且发出公开倡议： 拒绝收
礼， 过一个奉献充实的教师节。

教育部2011年举办 “感念师
恩” 短信征集活动； 2012年拍摄
“教师之歌” 音乐电视， 并宣传
推广； 2013年提出 “寻找最美乡
村教师” 项目； 2014年举办寻找
身边的 “张丽莉” (第二季) 活
动。 针对今年中秋节、 教师节相
近可能出现的 “送礼风”， 教育
部昨天重申对教师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等行为的 “6条禁令”， 还将
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 电
子礼品预付卡等新现象纳入监督
范围。

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此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庆祝教师节
不要太看重形式， 力求避免形式
主义， 应该用实实在在的举措，
把中心和重点放在每位教师身
上。 教师不许收取家长的礼物，
否则就触犯了师德红线。

教育工会
全面展示优秀教师事迹

北京市教育工会今年将重点
走访慰问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知
名专家学者、 农村一线教师、 特
教教师 、 贫困教师等基层教职
工， 持续开展建立基层联系点工
作， 直接与基层工会组织、 工会
干部和职工群众建立联系， 倾听
反映呼声，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
问题。

市教育工会要求各单位以庆
祝教师节为契机， 带着对教师的
深厚感情， 深入一线教师当中广
泛调研 ， 了解教职工的所急所
想， 倾听意见建议， 帮助解决工
作、 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为教职工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
事， 切实把各项惠师政策落实到
位。

距离教师节还有一周， 大兴
区黄村镇第一幼儿园的郑亮老师
正在抓紧背诵她的宣讲稿。 今年
大兴区教育工会对教师节一改往
年文艺演出的庆祝形式， 一场以
“美丽新区·教育圆梦” 为主题的
庆祝教师节系列活动将拉开大
幕： “寻找最美新区教师”、 编
辑出版 《最美新区教师事迹选
编》、 优秀教师报告团进乡镇学
校宣讲……全面展示该区教师队
伍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

据大兴区教育工会李志霜主
席介绍， 今年正值大兴区两年一
届的 “双百 ” 和 “三十佳 ” 评
选 ， 即通过 “寻找最美新区教
师” 活动， 评选出2012-2014学
年度新区 “百名优秀教师” “百
名优秀班主任 ” “十佳教师 ”
“十佳班主任” “十佳校长”。 这
项工作一直由大兴教育工会牵
头， 各单位推选上来的候选人，
通过区教委网站专题网页、 报纸
等平台， 面向教育系统和社会各
界广泛征求意见， 通过网络投票
和报纸投票的方式确定。

“教师节当天将给这些优秀

教师颁奖， 但活动绝不是颁完奖
就完， 我们还要全方位展示他们
无私奉献、 甘为人梯的精神风貌
和典型事迹， 熏陶、 感染广大教
职工 ， 倡导更多人关注新区教
育、 关注新区教师， 营造尊师重
教的浓厚氛围。” 李志霜主席介
绍， 教师节结束后至今年年底，
这些优秀教师将组成报告团， 到
乡镇、 进学校宣讲。

此外， 作为教师节的系列庆
祝活动， 大兴教育工会非常关注
教师的身心健康， 将邀请专业艺
术剧团走进校园， 为新区广大教
师带来高雅艺术盛宴； 还会举办
名校长、 名师教育思想研讨会，
搭建干部 、 教师相互交流的平
台， 促进更多名校长、 名师的成
长。

李主席表示， 今年这些一线
模范先进教师均来自基层的年轻
教师队伍， 评出来后怎么能让他
们的事迹发挥示范作用， 更好地
发挥榜样的力量， 引领学校和教
师发展， 是这次系列活动的主要
目的。 “我们将把 ‘十佳教师’、
‘十佳班主任’、 ‘十佳校长’ 的
典型事迹汇编成册， 公开出版发
行， 还要下发到基层单位学习，
让榜样带领广大教职工打造更一
流的队伍。”

【专家观点】

学校教师本身要心态平和
“教师职业之重要 ， 关系到

千家万户。 教师节怎么过更有意
义 ？ 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
说。” 市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
任谢春风认为， 一个方面是尊师
重教， 从政府层面上应该给予教
师表彰 ， 肯定教师中的优秀代
表， 给教师创造良好的环境， 让
教师能够静下心来教书， 教师节
没有表彰先进就失去了意义。

回忆教师节的成立， 谢春风
说那还是1985年的事情， 当时他
正在北师大教育系念书， 听说设
立这个节， 觉得特别感动。 谢春
风认为， 社会媒体应该肯定并鼓
励广大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作
用， 多展现教师中可以尊敬、 赞
扬的典型， 孩子的成长需要这样
良好的社会环境。 如果社会常常
指责教师， 会带来负面效果。 他
也希望教师节过后， 社会还可以
积极肯定并信任教师。

另一方面， 则是学校和教师
本身， 在教师节时要做到心态平
和， 教师本人要淡定， 过得更加
优雅、 从容。 谢春风提出， 教师
和学校不宜过分渲染教师节， 要

低调 ， 这样更能显出教师的崇
高。 作为教师和学校， 在教师节
这样的特定时刻应该学会反思、
总结，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 反思如何做得更好， 应该慎
重对待孩子和家长的礼物。

“如果两个方面处理得好 ，
教师节就过得有价值， 就过得比
较高尚， 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方
出现偏颇都不行。” 谢春风同时
表示， 教师要多和家长和孩子搞
好关系， 社会要肯定教师， 让教
师和校长静下心来教书。

教师要学会自我减压
国内外相关调查发现： 教师

职业被认为是压力最大的职业之
一， 美国压力研究机构列出的十
个最具压力的职业中， 城市中学
教师名列第一位。 由于教师在工
作性质、 工作对象、 工作形式和
工作责任等方面的特殊性， 职业
压力的普遍性被世界各国学者所
接受。 市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从北京城区和郊区随机抽取了
300份教师调查问卷发现， 93.1%
的教师感到 “当教师越来越不容
易， 压力很大”， 并认为这已成
为普遍性的重大生活和生存问
题。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心理服务
专家团队成员、 北京市优秀教育
工作者、 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培训
教研主管、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江连凤近年来致力于打造 “幸福
教师训练营” 课程。 她认为， 教
师需要人更多的付出， 尤其付出
的是爱的心力， 自然更多带来精
神消耗， 容易出现职业枯竭和倦
怠 。 但正是有了教书育人的经
历， 让教师职业更显人生价值，
更被社会尊重。

江博士指出， 眼下的义务教
育阶段， 甚至是幼儿园的家长流
行给教师 “送礼”， 是一种对社
会尊敬师长的误读， 其实家长的
送礼行为， 对于很多教师而言是
一种无形的压力： 收了， 既违反
规定又容易有心理压力； 不收，
有的家长一再 “纠缠”， 教师疲
于推辞和解释。 一个教师有没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 能否有效地优
化教育教学， 直接关系到教育教
学效果和学生的成长。 健康的心
理， 是教师完成教师教书育人任
务的基本条件。

她呼吁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
给予更多的尊重和关爱， 同时建
议教师们能学会自我减压， 做一
个健康快乐的人， 教育一批快乐
健康的学生。

从今儿起，
过清爽的教师节！
□周兴旺

■记者调查

75%的教师收到过学生或家长送的教师节礼物

85%以上礼物是鲜花和贺卡

30%的副科教师
收到过小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