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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至今，这已是我的第30个教师
节了。看着办公桌上那面“三好教师”的奖状，
思绪不禁被拉回到两年前。

两年前的教师节，我像往常一样到教室
上课，刚走进教室就听到孩子们一声声“老师
节日快乐”的祝福，黑板上一颗大大的“心”映
入眼帘。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队长和几个
学生代表手拿一张奖状郑重其事地颁发给了
我，居然是一张“三好教师”奖状！

接过这张奖状，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我
感慨万分。这不就是孩子们给我的最好礼物吗？

随着教师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家长对孩子教
育关注程度的加深，每到教师节，很多家长都在
纠结要不要给老师送礼，送什么样的礼合适。而
对于家长的这种“热情”，老师们也很纠结！

我们其实不想收礼，但不少家长满腹盛
情，甚至拐着弯儿地找关系送礼。不收吧，怕
有些学生和家长心里不踏实，担心老师不愿
意“关照”自己；收吧，又实在不愿意，内心压
力颇大。

作为教师，我们也理解家长的心情。但我
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孩子们学到一点知识后
的高兴，做对一道题后的兴奋，举手回答问题
的大胆……这些都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又到教师节，这种纠结又一次上演。我们更
多的希望，是家长们多给一些理解和支持，当我
们留下您的孩子辅导的时候，请您耐心等待；当
孩子回家写作业时，请您耐心辅导……

视线又落到“三好教师”奖状上，这不就
是很好的教师节礼物吗？

到教师
节 。正
像我们

采访的一位小
学老师说的那
样，这个为教
师 设 立 的 节
日，很多时候
忽视了教师的
主角角色。

今年的教
师 节 特 别 报
道，我们让记
者退居幕后，
还教师一个做
主角的权利，
让他们用自己
的笔来讲述他
们 的 生 存 状
态、他们的职
业理念和他们
的期盼困扰。

今年有些学校贴出了海报，请家长
们不要给老师送礼。这件事对我触动很
大。

我认为，教师节还是应该给老师送
礼，但“礼”不一定是物质的，可以多一些
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我的孩子准备在
电台给老师点一首歌。我建议，给教师节
献礼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让孩子们多
一些对老师表达敬意的途径。

收收礼礼排排节节目目
不不是是我我要要的的节节日日

虽然教师节的主角是教师，可从教
十余年来，这节过得从来都不是自己说
了算。教师节几乎成了“写卡片”、“送礼
品”、“搞演出”的代名词。

被学生过节，乱乱的。通常，我们
会教育学生不要给老师送礼，并提倡
亲手做一张感恩卡。然而，学生动手
能力有限，又想表达对老师的感情，
便络绎不绝地涌入小卖部，购买卡片
或小花赠老师。殊不知，为了维持校门
口的秩序，老师可能会花比平时更多
的精力。

被家长过节，怕怕的。很少有教师会
主动向家长索要礼物，很多时候都是家
长“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或希望自己的
孩子得到“格外照顾”，所以教师节送礼
才蔚然成风。

可是，这是我们所愿意的吗？记得刚
入职时，学生家长把一兜葡萄送到教室，
我害怕推推让让造成尴尬，便收下了，然
而却成了心头的负担，直到买了相应的
回礼才心安。

被上级单位过节，累累的。每一年教
师节，教育部门都要对教师进行表彰，既
然有表彰大会，就不能没有精彩的节目。
节目从哪儿来呢？离教师节还有几个月
时，学校的年轻力量就得被安排着加班
加点地排练节目。

我并不反对用表彰大会的形式对教
师进行表彰，但年轻教师本来就任务重，
再心不甘情不愿地排节目，这节过得实
在不幸福。

教师节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既然过
节过得很累的话，就不如实实在在地放
个假，皆大欢喜。

我们更愿意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
道个祝福。但我确实亲眼目睹过老师从
家长手里接过贵重礼品。如果当时我看
到的是老师的婉拒甚至严词拒绝，我的
心也就放下了。

所以，希望社会、学校和老师摆明
态度，名正言顺地过一个清新的教师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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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不不给给儿儿子子
当当班班主主任任

“你愿意当班主任吗？”我想许多老
师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不愿意。

许多老班主任申请“退役”，不是工
作干得不好，而是很多人身有疾病。初中
的班主任以女老师居多，慢性咽炎、乳腺
增生、子宫肌瘤、甲状腺结节等病症司空
见惯。近两年，我们学校已有两位老师做
了子宫肌瘤切除手术。

班主任管的事很琐碎，早晨到校监
督值日、收取作业，课间跟操，放学护送，
晚上还得在班级QQ群与家长谈学生日
常学习表现。我是初一新生的班主任，老
公笑我是“迎着朝霞起，伴着晚霞归”。

同一办公室的曲老师也是初一班主
任。她开玩笑地说，开学一周，幸亏有个
会电脑的老公，能帮助打座次表、保险
单、书款单、新生采集表、值日表、到校时
间信息表，否则真是忙不过来。

今年，我儿子也刚上初中，我向校领
导提出，我不能当儿子的班主任，因为我
既是一位母亲，还是孩子的语文老师，如
果再是孩子的班主任，在校、在家我的压
力太大了。

一日，儿子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他分
到一个很好的班主任，新来的第一天就
告诉他每名学生能扣2分，犯了错误都是
可以原谅的。可是，开学不到三天，拿到8
张扣分单后，儿子告诉我，他和蔼的班主
任在班上大发雷霆。其实，我明白，积分
意味着班级名次，班主任不发火，扣分的
现象就少不了。

听了儿子的事，我倍有感触，当一个
好班主任与一个学生喜欢的班主任之
间，矛盾冲突始终存在。如何解决，我们
也需要有人给予帮助。

班主任必须得是“严师良友”型的。
新一代的学生，最怕的是老派的班

主任，虽然满满的都是爱心，但总理解
不了年轻人的心。犯错误处罚不让人服
气，即使表扬，有时候也不在点儿上。

高中整整三年时光，如果光啃书
本，没有个能让人回味的老师和片段，
总是不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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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聘一一级级教教师师
得得等等到到退退休休

教师节说点“自私”的话题，最关乎教
师行业切身利益的，恐怕就是职称评聘
了。因为，职称直接与教师的收入挂钩。

小学和中学教师的职称由低到高有二
级教师、一级教师和高级教师三等，评聘分
离，评上再受聘，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

然而，高级教师的评聘，每年每个区
只有几个名额，只有工作非常优秀、成绩
非常突出的老师才有可能评上并被聘上。
参加一级教师评聘的教师人数较多，但名
额也非常有限，一般有百十位教师的大校
能获得一到三个名额，只有三五十位教师
的小校则只有零点几个名额。

这就造成了很多学校有十几位甚至
二十几位教师具备评聘一级教师的资
格，却因名额稀缺，只能继续呆在二级教
师的岗位上工作，拿着二级教师的工资
待遇。有的老师由此感叹：“我要等到退
休才能聘上一级教师了！”

职称评聘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调
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是体现多劳多得、
优劳优得的一项制度。但如今，一大批年
富力强的教师，工作了十几年，积累了较
为丰富的经验，成长为学校各项工作的
中坚力量，却被卡在了职称聘任这一关
口。不得不说，职称聘任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大的政策和
方针都是上级部门定的，地方教育部门
也只是执行者。

换个角度想，正是因为职称难评，
所以才显得珍贵，不然人人可得，职称
也就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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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邹平县临
池镇南北寺小学的
房梅香老师给结对
的三年级学生高云
哲缝纽扣。近年来，
邹平县南部山区的
临池镇中小学针对
留守儿童多的状
况，学校教师与百
余名留守儿童进行
了牵手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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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不一定

是物质的

老师应对送礼摆明态度 班主任得是“严师良友”

人人可得，职称便贬值了

职称晋升确实很难，是个问题。我
看根本问题是财政对教育的支持不够。
你想，教师的工资按照职称发，多一个
高级职称的教师，就要多发一部分钱。
少评一个高级职称，财政就少负担一个
高级教师的工资，是不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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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的“根儿”在教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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