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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
闻》报道，有超过七成的家长表示，教
师节会给老师准备礼物，大多都是面
值 300到 500元的购物卡。而老师表
示，送礼是家长的心理误区。

有的老师说，很多家长送礼甚至
是有条件的，不送不甘心，送了又是
有诉求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老师都
会把礼收下，但也导致家长和老师的
关系因为一个“礼”字变得非常尴尬。

有教育专家说，教师节送老师红
包或者购物卡，这是社会上不良风气
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反映，它暗示的是
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潜规则，这会给
孩子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让孩子们
从小会误以为办事就必须得送礼，对
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超七成家长会送礼

大多数教师是看重职业规范的，
他们认为，为人师表，就要对学生发
自内心地关爱，而不能把授业解惑当
成一种物质“交易”，更不愿意看到纯
粹的师生关系蒙上“铜臭”。

但也确有个别教师不那么“斯
文”，不那么讲究“师尊”。他们把学生
家长送礼宴请当成天经地义，对没有
能力“谢师”的学生漠然相看；更有甚
者，个别教师还把“礼数”的多寡当成
区别家长和学生“好赖”的标准，一时

“礼数不到”，就会报以“颜色”，令学生
家长谈“节”色变。

毫无疑问，尊师重教永远是一个
文明社会唱响的旋律。广大人民教师
更应当自重自省，坚守底线，处处为
人师表，事事洁身自好。

据新华社

教师更应自重自省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
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
前在全国教师工作暨“两
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发
表讲话。温家宝表示，改革
完善教师管理制度，严禁挤
占、挪用教师编制。

温家宝指出，根据各
级各类教育的特点研究完
善教师编制标准。中小学
教师的编制要逐步实行城
乡统一标准。边远地区、边
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教师编制，要考虑当地特
殊情况，能够满足当地教
育发展需求。严禁挤占、挪
用教师编制。

温家宝称，加快推进教
师职务职称制度改革。建立
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职
称系列，完善符合村小和教
学点实际的教师职务职称
评定标准。推进学校和教师
人事管理改革，实行按需设
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
同管理，建立能进能出的聘
用机制。

温家宝说，农村教师薄
弱问题仍是当前突出问题。
要增加农村教师津补贴，提
高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教师
待遇。总之，政府和全社会都
要关心农村教师的生活和成
长，使他们进得来、留得住。

温家宝

严禁挤占

挪用教师编制

据新华社上海9月9日
电 2012年教师节前夕，上
海市教委传来“重磅”消
息——— 从今年开始，上海中
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
将不再是终身制，或改为每
五年注册一次，任职25年以
上，才可免注册。继医师上岗
资格证取消终身制后，教师
也不再是“铁饭碗”。

上海市教委人事处处
长周景泰说，上海市教委新
推出的培养教师教学能力
和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举
措，教师不再是“铁饭碗”，
如果考核不合格，将退出教
师岗位。

上海交大附中嘉定校区
副校长谭裘麟说：“我们比较
担心的是，定期考核注册教
师资格的改革，在实行过程
中会流于形式，或考核‘论文
化’‘成果化’，那就会助长教
师队伍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也会让教师的工作重心出现
偏离。还是要和实际教学相
联系，不能为改革而改革。”

上海市普陀区晋元高
级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沈惠
勇则坦言，除了要开展日常
的教学工作外，还要关注学
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压力已
然非常大，对于教师资格的
定期考核评审，怕有力不从
心的感觉。

上海

中小学教师

不再是铁饭碗

格相关新闻

本应向教师劳动致敬的教师节，近年却变了味

道。一些家长和学生以“感谢老师”的名义，向老师送

厚礼以求获得特殊照顾。可实际上，老师真这么喜欢

收礼吗？送礼又有用吗？

教师节送礼，老师家长都挺烦

纠“节”
不送礼，孩子受委屈咋办？
本报记者 孟敏 马云云

9 日下午，加完一天的班
后，济南市民罗青文陷入沉思
之中——— 第二天就是教师节，
而她还没给孩子的老师选好
礼物。进入9月，不少家长都像
罗女士一样，患上“教师节综
合征”。

“送还是不送？”罗青文一直
在做这道选择题。孩子上幼儿
园，去年她曾给老师送过礼物。

“听说有家长送，担心孩子受委
屈，我也送了。”但这次她犹豫
了。前几天，孩子回家对她说，老
师告诉他们，不需要家长送礼，

只要他们表演个节目做礼物就
很开心。

但作为妈妈，罗青文无法平
静：其他家长真的也都不送吗？
这样老师会不会冷落了孩子？

和罗青文不同，家住山大路
的家长王琪早就拿定主意，今年
要给老师送礼。儿子升了初三，
马上要中考了。“这一年太关键
了，直接决定能上哪所高中。”王
琪准备去拜访一下老师，让他们
对孩子多费点心，“送了就有了
心理安慰。”

有些家长还要考虑另一个

事儿，就是想着法子不让孩子知
道，“以免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或
者产生特权心理。”

到底给老师送什么节日礼
物？王琪有点摸不着头脑，送购
物卡方便又实用，可“钱少了不
好看，怎么也得上千元，几个老
师下来一个月的工资没了”。

很巧，王琪的楼下住着一位
老师，她最近特地留心了一下，

“多数是礼品盒装的牛奶、营养
品。”王琪决定也送点实用的，

“好在孩子学习好，送礼也不用
太讲究了。”

教师节将至，面对家长们
“意思意思”的热情，被送礼的主
角——— 老师坦言，他们也很纠
结。“家长无非是想让老师照顾
一下孩子，可是就算送了礼，我
们也没法给孩子多少特殊的好
处。”

夏洁是济南某小学一年级
的班主任，这几天一听到家长打
电话问几点下班，就变得很紧
张。她说，教师节还没到，已经有
三四位家长打电话要“表示一
下”。

“还有一名做装修的家长问

需不需要装修房子，可以免费提
供地板。”夏洁说，有个家长甚至
拿着几百元的购物卡直接到了办
公室，说自己没有文化，教育孩子
使不上劲，希望老师能多操操心。

夏洁说，她特别矛盾，担心
拒绝让家长没面子。“但这礼要
是收了，一来给自己抹上了污
点，二来家长以后要求我做这做
那就理直气壮了。”夏洁说她是
个新老师，资历浅，家长的要求
她肯定满足不了。

和夏洁心情一样纠结的老师
不在少数。“节前要送礼的家长挺

多的。”省城一所小学的张老师
说，家长送礼都是有目的的，比如
给孩子安排好座位、让孩子当班
干部等。尽管礼物不算贵重，如鲜
花、巧克力、二三百元的购物卡
等，但“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面
对家长的请求很难处理。

“收了礼物就对某个孩子特
殊照顾，就算我们愿意，其他学
生和家长也会有意见的。”张老
师说，有时实在推托不了，她会
选择给送礼家长的学生买书或
学习用品，悄悄送给学生或家
长，用这种方式将礼物还回去。

就算收了礼，也办不了啥事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陈玮

宁夏固原市回族教师海霞正在给孩子上课。她的班级是由十几个聋哑
和智障儿童组成的特殊教育班，她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12年。 新华社发

格相关链接

论文工作都想让老师帮忙
本报记者 孟敏 马云云

在幼儿园和中小学，为给不给
老师送礼操心的是家长，在大学校
园，操心的则更多的是学生自己。

“送礼真是个头疼的事，第
一次给老师送礼是跟着师哥师
姐，但仍然觉得不舒服。”在省城
一所高校读研三的李小飞说，她
的导师为人严肃，平时交流比较
少，她从没想过让老师帮忙介绍
工作或者发论文，但是博士师哥
师姐就不一样了。博士不发论文
就毕不了业，师哥师姐还想让导
师帮忙发表论文或给推荐个工
作，都特别舍得送，去年七个人

一次送出了3000多元钱的礼，
平均下来，一人400多元。

这次又到教师节，一周前李
小飞就开始多方请教送礼之事。

“不能每年都送一样的，去年买了
一大束鲜花、一篮水果、一箱山鸡
蛋，还有鲜奶、烟等，今年该送什
么，现在还没得出个一致意见，看
来得明天聚在一起现商量了。”

与李小飞一样，上周开始，
研究生何佳就开始焦虑。不少同
学要给导师送礼物，送礼的数额
一年比一年高，对博士师哥师姐
还好，对他这样的硕士来说，是

一个不小的负担。
何佳最终下定决心，要给老

师送些礼物。他是放弃工作来读
研的，所以他格外珍惜机会，一
来大家都送，落下自己显得对导
师不够尊重，二来也希望导师能
在实习和论文上能照顾一下。

何佳和同学准备去花卉市
场买篮鲜花，这样能比学校周边
的花店便宜一半。

“鲜花肯定是要准备的，但
不能只有鲜花。”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
中人物均为化名）

▲9日，东营一家花店内，两个小孩正在
买花，准备送给老师。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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