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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师德

教师节才能纯粹
在商家宣传送礼、有家长乐意送礼、有老

师坦然收礼之下，教师节开始变质。然而，教
育、工商等部门却都表示对此“束手无策”。

教育部门曾多次禁止教师节日收礼，但
这种收礼行为一般“数额少、较隐蔽”，难以
查处。

专家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家长
不敢不送，教师心安理得接受的重要原因。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说，当前教育资
源分布不均，每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上所
好学校，进个好班级，有位好老师。于是，在
激烈的竞争中，家长期望以礼物和金钱来铺
路，给孩子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乔新生认为，在“医生红包”“办事送礼”
等社会风气盛行的情况下，“老师红包”现象
的出现不可避免。教师节送礼现象需要综合
治理，当务之急是重塑师德、重塑社会正常
风气。 据新华社

“我是出于对老师的感谢才想
表达表达心意，但没想到今年还真
挺难送的。”6日，青岛家长纪先生
说，他前两天就准备好了给老师的
礼品，但老师似乎挺“敏感”，电话里
一直推托说比较忙，没时间见家长。
于是，纪先生就去校门口等，结果放
学好一会儿了，也没等到老师出来。

“今年各项规定都下来了，哪个
老师还敢‘顶风作案’，快让家长放
过我们吧，别让我们‘踩红线’。”青
岛一位小学老师坦言。

前有“八项规定”释放的明确信

号，后有教育部将于近日发布的《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其中特别将收受学生送礼列为
教师禁行行为，严重者会被开除。

在此背景下，青岛市今年要求
过廉洁自律的教师节。青岛台湛路
小学校长邱涛告诉记者，教师节期
间，学校不准摆花篮、不挂横幅、不
得组织教师到酒店饭店公款消费。

青岛市市北区一位小学老师透
露，以往教师节学校还能发点花生
油、鸡蛋等福利，但今年没有了，校
长也不打算带教职工聚餐。

今年的新情况，让不少以前给
老师送礼的家长犹豫起来，而不送
礼的家长更坚决地支持不送礼。

“坏毛病是‘惯出来’的，个别没
有师德的老师把各大节日当成敛财
的工具，家长也有责任！”初三学生
家长刘女士说。

“我儿子上学到现在，我从来没
给老师送过什么礼，就是给老师发
个短信。但老师对孩子依旧很上
心。”刘女士认为，如今虽讲求人情
世故，不能说每个老师都那么正直，

但大多数老师还是有职业道德的。
“如果家长认为不送礼，老师就

对孩子不上心，那真是‘庸人自
扰’。”青岛太平路小学一年级1班班
主任老师梅竞竹已经度过了22个教
师节。在她看来，教师节只是一个师
生增进感情、加强沟通的平台。

每年教师节前，梅竞竹都会提醒
孩子不要买礼物，而是给老师制作一
张贺卡，或者画幅画。“很多已经毕业
的孩子，教师节给我送的自己画的精
美的画，我都珍藏到现在。”

在舆论一边倒地指向教师节给
老师送礼时，有些老师也喊冤。

“一到教师节，总会有一些家长
讨论送礼，搞乱了风气，一些以偏概
全的负面舆论，让我们很受委屈。”
青岛市市南区一学校的老师说，“尊
师重教”沾染上铜臭味，给老师们带
来了心理压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老师说，
个别家长把礼物“硬塞”给老师，“说
是感谢老师才表达心意，但事后拐
弯抹角提条件，给孩子索要荣誉。”

为了避开送礼风，青岛台湛路

小学特意淡化教师节，并在9月6日
提前过节，利用课间10分钟，举行了
一个简单的教师节感恩活动，倡导
学生用朴素的行动、自由多样的方
式表达对老师的真情和感谢，而教
师节当天则会正常上课。

不少老师说，教育部都规定了今
年教师节不能收礼，家长大可不必为
此操心。如果一定要表达心意，“礼
物”的含义也不见得是红包。青岛太
平路小学校长于庆丽就认为，对家长
来说，培养孩子好的习惯、积极配合
学校工作，远比物质表达有意义。

不知何时起，教师节感恩异化成了“送礼”，家长和老师都被拖入到“人在江湖，不得不送，不得不收”的无奈境地。。今年教师节
前，教育部已经制定出“师德红线”，将于节后发布，这或许能让一些家长改变观念，用朴素真诚的方式对老师表达感感谢，而学校也
刻意淡化教师节，甚至选择提前过节。

文/片 本报记者 李珍梅

买礼物等在校门口，老师避而不见

个别老师收礼家长也有责任

培养孩子好习惯比送礼有意义

部分家长送礼又提条件，尊师重教染上铜臭味

为为免免收收礼礼，，学学校校提提前前过过教教师师节节

6日，青岛台湛路小学提前过教师节，学生们
写上对老师的祝福。

一只千纸鹤、一个拥抱就是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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