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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换工作？最近我
的一个教师群里发起调查，居然一半以上
教师表示，自己会换工作。群里的教师大多
是学校的骨干或教学能手，虽然年轻，却已
受到领导的重视，但是，他们都表达了同样
的意愿。

群里不断有老师诉苦：“老师真是难做，
上面要成绩，下面要素质，老师夹在中间，难
做人！”“管紧了，家长说你对他的小孩子太
凶，管松了，家长说你不负责。”“学生调皮至
极打了他们一下心里直打鼓,会不会被告到
教育局受处分被批评?”“明明是自己教的学
生，路上看到自己面无表情擦肩而过，心里实
在别扭得很……”

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达到家长、学校和

社会的全部要求，压力给一些教师带来痛苦，
工作的快乐也渐行渐远。一些人对自己的教
师职业认可度在降低，职业幸福感变淡。

各种报道让孩子们耳目一新，所知道的
东西超过了他们年龄能够承受的，有些东西
他们还没有能力吸收分辨。很多人批评老师,
让师生关系也在变得紧张对立。作为一名教
师,我想说：当人们蔑视教师时，也是在毁孩
子的精神支柱！试想：一个孩子连自己的老师
都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

我们向社会呼吁：“老师和你们一样，对
教育有着共同的期望和目标，不要把老师推
到对立面，教师和家长，彼此应该是帮手，而
不是对手。家庭和学校教育只有形成合力，孩
子才能成才。”

生 关 系
应 该 是
温 馨 的

和谐的，但是现
在 一 些 师 生 之
间、老师家长之
间 的 关 系 却 紧
张、不信任，这让
一些老师感到苦
恼。其实，老师和
家长一样，对教
育有着共同的期
望和目标，不要
把老师推到你们
的对立面，教师
和家长，彼此应
该是帮手，而不
是对手。家庭和
学校教育只有形
成合力，孩子才
能成才。

对待差生，
也不能一味批评
教育，可以采取
积 极 的 方 式 引
导，和风细雨的
关心和信任更容
易让他们自己认
识到错误，面对
学习也会有更积
极的态度。

面面对对““差差生生””
找找出出他他的的闪闪光光点点

班上有个“问题学生”叫马松。他中
等身材却挺彪悍，留着周杰伦式发型，时
常甩一甩。课堂上、自习课爱说俏皮话、
搞恶作剧，头脑灵光但学习成绩却一塌
糊涂。怎么教育这个孩子呢？

有一次，上生物课，他竟当面顶撞老
师，老师很生气，只好把他交给我。一进
办公室，他就说：“你把我家长喊来好了，
反正我也不想再上学了。”我说：“你先坐
下，”随后，我打来一盆洗脸水，“你先洗
洗脸，脸上有一块灰。”之后，我又给他梳
理杂乱的头发，系好上衣扣子。他问：“老
师，我像个学生吗？”我说：“你不但像个
学生，我更相信你能成为一名很优秀的
学生！”他激动地说：“老师，我要向李老
师道歉。我保证，今后一定好好学习。”

面对这样一名学生，我没有批评他，
而是默默地观察他，因为我要从他身上
找到“闪光点”。从此，每一次发现他的进
步，我都在班里“大张旗鼓”地表扬。一个
月、两个月过去了，我发现他变了，变得
越来越招老师、同学喜欢了。

紧接着学校安排午休，班级需要一
个维持纪律的人，我大胆地任用了他。第
二天中午，我走进教室，听不到以前乱哄
哄的声音，同学们都在认真午休。期中考
试后，他主动查看英语二卷成绩，因为以
前都是零分。这一次，他的成绩是28分。
看到他的进步，我的欣喜溢于言表。

对于学生来说，一个信任的微笑，一
次肯定的颔首，一个激励的眼神，一句鼓
励的话语，都足以驱散他们沉积在心底
的自卑阴影，找回他们失落已久的自信，
唤醒他们早已尘封的潜能，启发他们心
中萌芽式创造的冲动。

真的非常感谢曲老师对我不放弃
不抛弃的教育。那时，爸妈离异，我心灰
意冷，破罐子破摔，故意在班级捣乱，以发
泄心中的不忿。幸亏遇到曲老师，她就像
妈妈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教导我，她多
次耐心地与我谈心，照顾我，还让我参与
班级管理，让我好感动。这是我改变的第
一步。我以后一定按照曲老师说的那样，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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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了了行行政政化化
怕怕难难保保学学校校利利益益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对很多校
长来说，具有行政级别，甚至在教育部门
具有官员身份，都是普遍现象。虽然近年
一直在谈论去行政化，但我认为，对于这
个延续了近30年的制度，要想在短期内
彻底改革还不现实。

如今，中小学校长与行政级别挂钩
的制度，滋生了严重的“官本位”氛围，与
教育理想脱节，引发了社会诟病。社会各
界也都在探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去行
政化就是被很多人提到的改革道路。

去行政化改革虽好，但“利”字当头，
改到谁的头上，谁的利益就会受损，推行
并不容易。我认为，校长去掉行政级别实
行职级制，这意味着以前的工资待遇将
不会随着行政级别增长。实行绩效考核，
如果评估不合格待遇就会下降。政府能
否保证资金顺畅到位？干了一辈子是不
是还要从头开始？这些肯定让人有后顾
之忧。

从另一方面看，我在教育部门任职
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学校能
更好发展。如今的教育资源并不均衡，很
多校长都想为自己的学校分一杯羹，但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校长，而不是教育局
的官员，政府部门凭什么把这些优势资
源给你？在处处讲究职称、官位的氛围
下，你又凭什么给学校争取更多资源？如
果争取不到优质资源，学生、家长和老师
凭什么信任这所学校？

当然，这也加剧了学校之间发展的
不平衡问题，对校长、教师的交流带来阻
碍，但这都是现阶段无法避免的。去行政
化虽好，但必须有更可行的道路才行。

诚如这位校长所言，目前各层次学
校确实都存在行政化的倾向，但为了教
育的长远发展，去行政化势在必行。去行
政化，对政府来说，是要减少行政审批等
对学校的干预，让学校更有自主权。在学
校内部要减少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同时
逐步去除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当然，任何改革都会触及部分当事
者的利益，但只要明确了去行政化的改
革路径，即使面临困难也不应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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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老师抱
我进教室，毕业，老
师抱我出教室。”9月
9日，在滨州市滨城
区第一小学一年级
办公室，已经升入中
学的卢柯宇与刘心
怡手捧鲜花，与自己
最爱的刘芳老师拥
抱在一起，祝刘老师
教师节快乐。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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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管不好的学生

就怕不讲理的家长

感谢老师不抛弃不放弃
可让学校更有自主权

大多数教师是有责任心的，大家
也没有必要给老师贴上标签，其实教
师就是一份工作。既然做了这份工作，
一般人都希望把工作做好，把孩子教
育好，但这不是老师一方面的事情，需
要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共同努力，
有时候老师干着急，家长没有感觉，这
怎么行？我感觉当老师，没有管不好的
学生，就怕不讲理的家长，护短护得厉
害，哪个老师还愿意趟这浑水？

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 李楠楠 王

光营 白雪 约稿、整理

老老师师

再再抱抱一一次次

把把户户外外活活动动课课
还还给给孩孩子子们们

我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初中班主任，
前段日子，班里有个学生在学校不小心
摔倒，把手腕摔骨折了，那段时间我一直
很揪心，隔三差五地打电话给她，关心她
的病情。每天在学校，我不仅要让学生们
学好课程，还得时刻关注他们的安全，这
也是我作为一名班主任的责任。

那名学生仅仅是因为跑着玩不小心
跌倒导致手腕骨折的，而前年，班里也有
一个学生因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倒，导
致腿骨折。我当时赶去医院看望他，看到
了他父母担忧的眼神，自己也感到很心
痛。仅仅一摔便造成骨折，不能不说，现
在有的孩子体质实在是太令人担忧了。

想起我们小时候，每天在家里和学校
疯跑，摔倒多少次，都可以拍拍尘土继续
奔跑，而现在的学生，确实该加强锻炼了。
现在，教育部门一直在倡导多做课间活动
使学生身体健康，甚至连一周要上几节体
育课都做了明文规定，仿佛增强体质的功
课全做在了校内，而在家里，孩子们做的，
除了学习功课便是学习艺术。

在学校，第八节课是课外活动时间，
这个时间有时也被“剥夺”了，教师其实
在心里并不想占用学生们的课间活动时
间，有的老师每天至少上四节课，其实已
经很累了。9月10日是教师节，我更想说
的是，把活动课更多地还给学生，如果他
们每天能多锻炼40分钟，也许对增强体
质会多一点点作用，老师陪孩子们多做
活动，也可以增强自身体质，这难道不是
最好的互相了解的机会吗？

作为学生家长，我觉得这位老师说
得很有道理，孩子首先身体健康才能有
精力去更好地学习。就我自身来说，应
该先反省，孩子的体质不能单单靠在学
校锻炼，我平时很忙，从来没和孩子一
起跑跑步、打打篮球，每天关心更多的
是他考了多少分，而从来没问过他跑100

米最快能跑到多少秒，这值得所有家长
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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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锻炼不应只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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