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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话题

“如果我死了，就怪数学
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抓走。”
这是一名小学生喝农药自杀
前写在黑板上的话。黑板上的
这几行粉笔字容易擦掉，可留
在孩子心里的这些字难以擦
掉，进入老师眼里的这些字不
该擦掉。此外，老师性侵害中
小学生、给“差生”戴绿领巾、
对不顺眼学生的冷暴力热嘲
讽，这些现象不时发生。更不
要说，个别老师不注意师德养
成，欠缺教育艺术，无意之中
对孩子造成心灵的伤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德？
这关系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
长。在中小学老师的眼里，不
应该有一个差生，不应该有一
个被冷落被放弃的学生。“可
以这样说，只有坏老师，没有
坏学生，”著名演讲家、首都师
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
名誉所长李燕杰说，“学生还
那么小，他们正处于学习知
识、识别是非的时期，正接受
老师的教育。你给他贴上一个
坏学生的标签，这是不行的。”

老师的眼里不该有“差生”

对许多人来说，海伦·凯
勒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作为美
国著名盲聋哑作家，她的名著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令无数
人感动。幼年就失去了视力、
听力和说话能力的海伦·凯勒
是不幸的。但万幸的是，七岁
那年，家里请来沙利文女士做
她的家庭教师。

沙利文用无私的爱温暖
她的心灵，为她黑暗孤寂的世
界送去快乐和光明。在沙利文
老师的悉心培育下，海伦·凯
勒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生理上
的重重障碍，不仅完成了大学
学业，还出版了十余部著作，
成为美国20世纪十大英雄偶
像。

这个美丽的故事感动我
们，不仅因为自强不息的海
伦，还因为成就海伦的沙利文
老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
程，老师如同父母一般重要，
用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们幼小
的心灵。有时候，老师的目光
胜过父母的千言万语，那种充
满微笑、慈爱，甚至批评的目
光如同灯光，照耀着孩子的成
长之路。

然而，对于小学生小梦和
周周来说，数学老师的目光却
像一把刀子，让她们幼小的心
灵滴血受伤，以至于两人在教
室服下剧毒农药敌敌畏。当

时，她俩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
几行粉笔字，“如果我死了，就
怪数学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
抓走。”

正读小学六年级的她们
为何自杀？小梦说，最近一段
时间数学老师一直对她们不
好，动不动就找茬子，还经常
以作业没做好为由批评两人，
有时甚至是挖苦。周周说，“老
师的话语和眼神让我感觉到
难堪。”当然，数学老师催缴补
课费，两女生性格内向，也是
两学生要自杀的原因。

合肥市一名中学班主任
曹某为了惩罚学生，让全班学
生都写小纸条批评班上的一个
学生，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把
小纸条的内容念出来。这让一
个学生有了轻生的念头。“今天
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
最尊敬的曹老师，当你带领全
班同学来整我的时候，你可知
道，犹如万把钢刀扎在我的心
上……我觉得活在世上被老师
如此对待，已经没有生存的意
义了……”在日记里，12岁的孩
子写下了这样的话。

2011年10月，西安市未央
区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称学
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
没有红领巾，为教育其上进，
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了
绿领巾。这引起了家长和部分
孩子的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歧

视。
在过去很长

的时间里，学生往
往被区分为好学
生、差学生。对于这
些“差生”，有的老
师可能“恨铁不成
钢”，采取学生难以
接受的教育方法；

有 的 老 师

采取放弃不管的态度，抛弃这
些学生。然而，现代社会的发
展和现代教育理念的推行，促
使老师认真对待课堂上的每
一个学生，成绩差的不一定是
差生，爱调皮的不一定是坏学
生，不听老师话、守纪律的学
生也不一定是坏学生。“可以
这样说，只有坏老师，没有坏
学生，”著名演讲家、首都师范
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名
誉所长李燕杰说，“学生还那
么小，他们正处于学习知识、
识别是非的时期，正接受老师
的教育。你给他贴上一个坏学
生的标签，这是不行的。”

从总体上讲，老师的道德
水平是很高的，在各行各业里
老师的道德水准是评价很高
的。但现实中存在的师德问题
不容忽视，社会发展对师德的
新要求也不容忽视。现在的家
庭多是独生子女，老师对一个
孩子的放弃，就是对一个家庭
未来的放弃，这个家庭是难以
答应的。

目前，师德问题的表现也
多种多样，比如给学生贴上三
六九等的标签，体罚和变相体
罚学生，侮辱学生，对学生人
格的伤害，对学生不公平，想
着法从学生身上捞钱(如办收
费的补课班)，甚至对学生进
行违法犯罪(如性侵害学生)。

有人说，师德问题有着复
杂的社会原因，学校不是与世
隔绝的桃园仙境，老师不是不
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有着
普通人的烦恼和人性的优缺
点。比如，社会上挣钱、捞钱的
风气可能影响教师，使教师想
着法去办课外辅导班挣钱。同
时，一些师德问题源于教育体
制，许多学校只看重老师的

“分数政绩”，甚至默许老师的
错误的教育方法。此外，有人
说现代的孩子不好教，不好

管，学生多种多样，不
可能把每个学生培

养成“好学生”。

实际上，师德问题也一直受
到教育部的重视。教育部将制定
教师专业标准，其中突出强调师
德，教师要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同
时，还强调了学生主体地位，要求
教师要尊重学生，关爱学生，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这些教师标准(征求意见稿)

强调，幼儿园教师要将保护幼儿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要尊重幼儿
人格，平等对待每一个幼儿，不讽
刺、挖苦、歧视幼儿，不体罚或变
相体罚幼儿。小学教师要信任小
学生，尊重个体差异，主动了解和
满足有益于小学生身心发展的不
同需求。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小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一个小学
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多年来，中国中小学教育同
质化现象严重，并广受诟病。中学
教师专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强调，
中学教师应尊重个体差异，主动
了解和满足中学生的不同需要；
尊重中学生独立人格，维护中学
生合法权益，平等对待每一个中
学生。

李燕杰是著名的演讲家、首
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
名誉所长。30年前，他就被媒体称
为“全国第一个德育教授”，全国
许多媒体都登过他的事迹。由于
这样的原因，师德建设几乎成了
他责无旁贷的事情。

李燕杰认为，一个老师应该
“敬业，爱生，教书，育人”。如果一
个老师不敬业，不爱学生，那么这
老师根本就不合格。他在《师德断
想》一文中，对师爱有这样一段论
述。“爱为师德之本，无爱便无教
育。爱可以塑造人的美好心灵，爱
可以开掘人的智慧，爱可以开阔
人的胸怀。爱，利于德，利于智，利
于体，也利于美。”

“我生在一个教师之家，父
亲、母亲、姑姑都是教师。12岁的
时候过儿童节，我参加征文比赛，
写的题目就是《我的最高理想就
是当老师》。我当时写道，我是男
孩，我的第一志愿是当英雄，第二
志愿是当个文学家、诗人，但最后
的抉择是当老师。因为英雄、诗人
都是好老师培养出来的。”李燕杰
对教师的职业非常热爱，认为讲
台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而
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

“对孩子体罚的老师，我也见
过；对孩子分成三六九等的老师，
我也见过；委屈孩子的老师我也
见过，”李燕杰说，“当时虽然只有
十二岁，小小年龄的我就觉得，老
师应该是社会上最好的人，教师
不应犯这些错误，不应该委屈学
生，不应该不平等。”

“当时家家供奉着天地君亲
师，师就是老师。当老师就要有师
德。有时候，学生和老师的矛盾很
大，学生不尊敬老师，老师也不热
爱学生。有的老师爱学生，也教不
好学生，不会教。这种情况下，我
积极倡导教育艺术。现在80后、90

后，这些孩子不好教。不好教也得
教，不能不教呀。”李燕杰说。

李燕杰还对绿领巾、坏学生
问题进行了评论：“给差生戴绿领

巾的问题，属于在常识线以下的
问题。我主编的《教育艺术》杂志
有个规矩，谁也不准写坏学生，不
准出现这个词，孩子这么小，只有
坏老师没有坏学生。”

李燕杰说，他读小学的时候
也曾被老师当成坏学生，并因此
转了学。在原来小学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是外地人，普通话标
准。“老师发错音的时候，我拿着
中华大字典，然后举手说，老师读
错了。他就不高兴，认为我是坏学
生。他调了几个座位，专门让像我
这样的“坏学生”坐。李燕杰回忆
说，“我父母都是搞教育的。我就
提出，不在这儿念了。我转到史家
小学后，这里的老师见了我说，

‘听说你是××小学的坏学生’，
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但他很聪
明，他随后说，‘男孩不调皮，成不
了大器。你可不可以到我这儿来
办壁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办壁
报。我觉得这个老师就有师德，他
从心里爱你。这促使我非常重视
老师的道德观念。”

李燕杰一直提倡，“学生是我
师，我是学生友;青年是我师，我是
青年友。老师的品德要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现在的许多老师往往
将成绩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学
习差就是差生。实际上，学习成绩
差不一定是差生，将来也可能成
为大人物。曾国藩曾是有名的笨
小孩，1830年曾国藩十九岁，他的
父亲觉得真教不出来，送给朋友
汪老师来教曾国藩。汪老师也认
同曾国藩太笨了。然而，曾国藩后
来成为具有文治武功的重臣。

有个老师曾有这样的困惑，
“有的学生受金钱思想污染，认为
钱是万能的，我怎么教育他，也不
买账。整天一句话：‘我爸有的是
钱。’上课说话，做小动作，作业拖
拖拉拉，哎！我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
释，“学习差不代表能力差，写一
大堆作业有用吗”“人家不想学那
些书本知识是他的自由，你不要
干涉”“事实证明，现代的企业家
很少有学习拔尖的。很多都是退
学的。”

也有人支招说，“我觉得这需
要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才可以
解决。如果家长觉得自家有钱，孩
子学不学习无所谓，那老师不论
怎么教都不会有很大的效果；如
果家长希望孩子学好、将来有出
息，就不应该给小孩子灌输金钱
是万能的观念，可以适当编造一
些善意的谎言比如说家里破产
了、没钱了，适当降低一下生活水
平等，让孩子有一种奋斗的动力。
小孩子的本性都是天真的，只要
正确引导一定能够走上正轨。”

这一例子也可看出，学生的
思想各种各样，老师的教育需要
对症下药，这对老师实在是一个
太高的要求。老师提高师德标准、
提高教育艺术的时候，社会和家
长也不能对老师的要求太过苛
刻。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不仅需
要鲜花和掌声，也需要批评，甚至
需要挫折，这都是他们人生之路
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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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为师德之本

无爱便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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