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些行为有违师德底线

! ! ! !据新浪教育的挂网调查显示，认为
现在教师责任感“强”和“较强”的比例
达 !"#。有 $"%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能
“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学生”。

在回答“哪些行为有违教师的敬
业精神”时，被调查者给出的答案依次
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关
心学生的思想状况（&'%）、不注重专业
水平提升（&(%)、只抓教学不管纪律
（*'+）等。 本报记者 王蔚

近七成人满意
教师责任感

新民图表 制图 董春洁

! ! ! !即将迎来新中国第 !"个教师节! 在真心实意向老

师表达谢意的人群中!总有一些提前开始了纠结"要不

要送礼#该怎么送礼#老师不收怎么办$ 而老师们也随之

生出了不少烦恼"如何婉拒学生和家长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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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看重学生的惦念

在采访中，有老师坦言，新生第一
次家访或者逢年过节，确实有家长在见
面时，把各种购物卡悄悄塞过来，这时，
当面拒绝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有的家长
夹在孩子准备的礼物中赠送，通常老师
会联系家长，放学时亲手还给家长。“老
师们需要的并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的礼物，而是孩子们爱。”

丁敏芳

（久隆模范中学，从教 &,余年）
我们学校面向贫困家庭招生!"送

礼#"送卡$是学生家庭不可能承受的事

情% 学生会用他们的方式!表达对老师

的尊重和感谢%我收到过最多的礼物是

孩子们手绘的教师节贺卡%我很容易嗓

子哑!孩子们经常会把金嗓子喉宝放在

我办公桌上!或者帮我泡好胖大海菊花

茶%有一次!我的手干裂了!写黑板不方

便! 他们就找了一种用于插粉笔的笔

套!手握着笔套就能够书写% 孩子们的

这份心意非常温暖%

杨云

（甘泉外国语学校，从教 *,余年）
现在的学生都很有创意!他们时常

给老师带来惊喜% 一次教师节!他们在

讲台上放了本影集!打开一看!是他们

在各种活动中偷偷给我拍的照片!可见

为了准备这份礼物他们已经筹划了很

久%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有的学生就会

"投我所好$给我写英文信&英文贺卡%

看到他们在类似 "我印象最深的一节

课$"我最喜欢的一名老师$这样的作文

中写的是我!我也特别欣慰和满足%

余祯

（蓬莱路第二小学，从教 &,年）
老师最需要的是尊重&理解&信任

和爱!这都不是物质可以满足的%因此!

我们学校今年发起倡议!倡导孩子们教

师节不用给老师买花! 可以用其他形

式!表达对老师的祝福!比如!微信录一

首歌&一段语音祝福!只要是有心!老师

一定都会感受到%

对老师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是孩子

们的关心和惦念% 有了这份惦念!无论

哪天都是"教师节$% !"年前!我刚工作

不久!一次嗓子哑了!有个小男生送给

我一个用餐巾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礼

包$!里面是一粒白色小药片%原来他以

为!只要吃了药!老师嗓子就会好% 如

今!那个男孩也做了爸爸!每次我们见

面都会说起这件童年趣事%走出校门后

很多年!有的学生旅行时会给我寄来世

界各地的明信片!有的学生新书发售第

一个想到寄给我!有的学生工作了恋爱

了有烦恼也会找我倾诉''对一名老

师来说!这些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学生!不支持家长送卡

不少学生还是选择在教师节向任
课教师赠送小礼物。一块巧克力、一份
旅游纪念品或者一盒红笔，都是常见的
选择。不少学校的学生会等学生组织也
会在教师节这天为老师们准备小礼物。
在大学校园，相约回母校看老师成了最
近流行的话题。
对于家长的送卡行为，学生们则普

遍表示反感。上海财经大学新闻系大三
的田由同学直言不讳，自己在小学时就
见到过有家长给老师赠送购物卡，“家
长塞卡的心情能够理解，但是我不支持
这种行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大
三学生戴舒安同学则说，老师的日常行
为就是最好的思想品德课，如果老师接
受家长的购物卡，就没有起到以身作则
的作用。更有同学表示，家长赠送购物
卡后，会引起一个班级之间家长的攀比
行为，其他家长就会效仿，唯恐自己的
孩子得不到老师的照顾。也有同学对此
表示无所谓，“别人送购物卡和我没什
么关系，我还是很相信老师能够公平对
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朱懿菲同学说。

“现在的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倾注了很多
期望。但不能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推
给学校和老师，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社会无法代替的。家
长应该反思自己是否尽到了教育孩子
的义务，而不是一味担心孩子在校是否

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从而获得更多机
会。”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大
三的刘煜昊同学说。
“有一年教师节，我们小学老师恰

好喉咙不舒服，我们全班利用班费给老
师买了润喉糖和雪梨，老师很感动。我
觉得教师节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学生记
住老师的付出，学会尊重老师。我们不
应该让这个神圣的日子变了味。”华政
人文学院大三的孙铭蔚同学说。

家长!教孩子尊师意义

教师节要不要送礼？别人送了我不
送，老师会不会对我有想法？当不少家
长为这个问题伤脑筋时，小学二年级男
孩妈妈徐女士却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
上纠结过。徐女士是一名医生，她觉得
老师和医生一样，有时候挺委屈，“要相
信老师的职业素养，就像每一名医生的
目标都是为了治病救人，并不会因为你
不送红包而故意不帮你看病。”有时，她
会碰到有病人举着购物卡塞到她手里，
要求从排队的人群中“加塞”，这反而会
让她觉得很反感。这也坚定了她不用红
包向老师表达敬意。她坦言，孩子读幼
儿园时，周围有家长提醒她，要给老师
“表示”一下，否则老师不会关照孩子。
她并没有那么做，而孩子却凭借自己落
落大方的举止、流畅的表达能力在一次
次班级大活动中担任了领操、领唱。在
徐女士看来，做好家校配合，协助老师
培养孩子的好态度、好习惯，让老师省
心，这才是最实际的做法。

育儿公众号“艾米粒的育儿日记”
拥有大批粉丝，生活中，“艾米粒”是一
名三年级女孩的妈妈。从小，她坚持让
孩子通过自己的创意、自己的双手为老
师制作小礼物。“重要的不是礼物的贵
贱，而是让孩子从这个过程中，感觉到
尊师重教的含义。这是用任何金钱买不
来了。”孩子曾经为每一位喜爱的小学
老师都画了一个环保布袋，根据不同老
师的不同爱好设计了图案，看到老师至
今仍背着自己画的环保布袋出门，小姑
娘很自豪。自制一块卡通香皂、自己扎
染一条围巾、自己画一个环保布袋、自
己录一张有声贺卡……她将自己的创
意和网友们分享，很快，就能收到孩子
们从天南海北发回的照片，上面满是孩
子们用爱心 -./的教师节礼物。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实习生 郜阳

“史上最严禁令”能否守住师德底线？! ! ! !再过几天就是教师

节了%在最近教育部下发

的通知中!要求利用教师

节制订完善师德建设实

施细则和配套举措!开展

师德教育活动!弘扬正能

量&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监

督查处!有针对性地开展

严禁教师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严禁有偿补课等专

项治理!对违规违纪的及

时严肃查处%教师节来临

之际!却出台'史上最严

禁令(!难道现在的师风

问题如此严重了吗$ 本

周! 记者就教育界和社

会关注的诸如有偿补

课# 师德师风等热点问

题!倾听广大教师#师生#

家长的意见!以廓清与尊

师重道不和谐的种种羁

绊与杂音%

有偿补课连续6年高居信访首位
业内人士认为"教育部禁令很有必要但未必立竿见影

! ! ! !“我是一名大学英语老师，最近，
我发现自己爱上了班上一名 *" 岁的
男生，他对我也很好，这种感情正常
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在各大学
的网站、大学城的论坛上，时时可以见
到类似帖子，有的是老师爱上了学生，
有的则是学生迷恋老师。教育部发布
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的意见》，其中，严禁高校老师“对
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
关系”的规定，引起了各方讨论，这是
否意味着“师生恋”今后只能出现在文
艺作品里了呢？

就此话题，记者在松江大学园区
采访了部分学生，多数学生对此持宽

容态度，“我觉得既然都是成年人了，
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一起有什么
不可以的呢0”“大学生现在可以结婚，
甚至可以生育，难道就不能选择身边
的老师吗？”还有学生认为，鲁迅和许
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余秋雨和马兰
等等，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浪漫故事，留
下过很多佳话。

但是，高校负责人对此持不同看
法，他们认为，教师在婚恋、在性方面与
学生保持一定距离，这是当下中国高等
教育环境下师德的一种体现，“老师对
学生不仅是利益相关，而且是权力相
关，掌握着权力的人对那些被掌握权力
的人，两者是不对等的，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产生了爱情，在利益相关的情况
下，这种爱情是非常可疑的。所以，你要
真想爱你的女学生，有两个选择，第一
个离开学校，第二个等她毕业。”

记者注意到，在高等教育高度发
达的西方国家，对此也有明文规定。美
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大学，在权衡
各方利弊之后，都严令禁止师生恋。事
实上，我国在没有出台相关规定前，曾
出现过多起高校性骚扰案，如厦门大
学教授骚扰女研究生事件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因此，与“师生恋”保持距
离，是高校教师必须遵守的师德之一。

从教育发展史来看，高校的生存
和发展史与教师的道德修养有着直接

关系。当前，我国大学校园里部分高校
老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道德失范现
象，除了“师生恋”外，还包括了导师与
研究生的不正常“雇佣”关系。不少高
校内，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部分教
授则将自己的学生当作了廉价劳动力
驱使，使原本的教学关系演化成了雇
佣关系。研究生耳闻目睹，皆是金钱、
利益之争，何来教书育人？有的教授自
己不写论文，学生写完论文之后，将自
己的名字一挂，专当“署名教授”。更有
甚者，抄袭、剽窃、造假等现象层出不
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教育专家指出，高校里如果只认
“老板”，则无学术可言。高等学府是学

术圣地，不谈学术，无以办大学；不讲
学术标准和操守道德，则无法建设高
素质教师队伍，培养高质量人才和办
高水平大学就无从谈起。

时下高校内还有一些不讲师德的
现象，比如，有的教师不精心备课，用
陈旧过时的讲义对付学生；有的教师
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一味崇尚
传播西方价值观念。高校教师是大学
生为人处世的直接参照系，他们的德
与行是大学生走向“成人”和“定型”的
直观范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目
前，少数大学生存在理想信念迷茫、价
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
感缺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一
些高校师德缺失分不开的。

专家指出，在价值观日趋多元化
的今天，尤其有必要改善高校教师的
师德。要想育人，必先正己，只有教师
在道德上追求至善，学术上追求至真，
当好年青一代的引路人。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面对 "#后大学生!高校教师该拥有怎样的师德$

大学校园为“师生恋”设禁区

教师节即将来临!不少家长开始纠结如何向老师表达谢意!其实)))

送礼不如给老师一个懂事的孩子
! ! ! !今年暑假里，教育部出台《严禁中
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
规定》，明确禁止六种与有偿补课有关
的行为。这也被教育界解读为“史上最
严补课禁令”。教育部称，近年来有偿
补课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此反
映强烈，有偿补课问题连续 !年高居
信访首位，严禁有偿补课刻不容缓。据
悉，本市各区县教育部门也在第一时
间通过微信、校园网等平台，将规定传
达至每位教师，并立即展开了排摸工
作，有的还要求教师当即写下书面遵
纪承诺。

一纸“禁令”真能收到立竿见影的
效果吗？狠抓师德师风从抓有偿补课
着手是否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教育部
有偿补课于法无据

此次教育部明确提出，严禁中小
学校组织、要求学生进行有偿补课，
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
进行有偿补课，严禁为校外培训机
构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
机构或由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
补课，严禁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
加校内外有偿补课，严禁为校外培
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
信息。

有专家解读说，从我国现行法律
规范及教育的内在要求看，禁止有偿
补课合法合理。有偿补课是在学校正
常教育教学活动之外向学生提供的教
育服务行为，依照《义务教育法》第二
十五条关于“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
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
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的
规定，学校实施的有偿补课显然属于
违法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正因为教
师依法承担着国家公共教育职能，因
此，教师在享受国家为其提供的利益
保障的同时，也必须限制自己的行为，
履行《教师法》第八条规定的“遵守职

业道德”的义务。此外，《教育法》规定，
学校应当履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
学质量”的义务。有偿补课却将这一职
责推卸给学生的监护人，不但增加学
生学习负担，强化社会应试教育倾向，
还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与义务
教育制度相悖。

学生
大多数有补课经历

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倡导“减
负”，但学生课余补课之风盛行，补课
年龄也逐步往小学低年龄段延伸。记
者在四五所口碑较好的中小学调查发
现，小学补课比例超过 1,+，而初中补
课率高达 ",+，一所市实验性示范性
高中高二年级某班 &"位学生中只有
2名学生不参与补课。
“看到别的同学都在补课，我不补

总觉得心里没底。”几位初高中学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班里大部分学生
都在课余时间里“加餐”，有的是学科
补差，也就是为了提高学业成绩，而更
多的则是各类课外提高班，包括奥数、
钢琴等。

一位初中教师坦言，以前都是家
长逼着孩子去补课，而现在孩子“自觉
性”都很强，主动向父母提出补课要求
的不在少数，其中大多数都是参加各
类提高班。“虽然高考改革对学生的综
合素质提出了更多要求，但是目前而
言，中高考仍是以分数为重要的评价
标准。因此，唯分数论的观点根深蒂
固，学生和家长即使在低年级坚持素
质教育、愉快学习，但到了高年级大多
仍会走上补课这条路。”

补课之风也正在往义务教育阶段
的低年龄段———小学延伸。乐乐是长
宁区一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她的
班中，课外补习的学生占了半数以上，
多数以奥数、英语为主。乐乐妈妈说，
五年级是小升初关键。为了冲刺民办
初中的升学招生，她特地花费了近 3

万元人民币给乐乐报了“一对一”的奥
数冲刺班，希望她能够在奥数竞赛中
拿个好名次。

家长
补课市场难觅良师

课外补课，家长趋之若鹜，花费不
菲，但如何选补课机构和师资成为难
题。不少家长坦言，和宣传攻势浩大的
培训机构相比，他们更愿意选择熟人
推荐的在校老师来补课。“但是一来好
老师太少，二来有些老师也不愿意收
学生补课。”
成先生的儿子刚升入高中。“在我

儿子的初中班里，他补课并不算多。除
了初二上过一些新概念英语课程外，
他到初三才补了一些数学、物理。”成
先生说，现在市场上补课收费普遍不
低，一般一对十的小班化补课收费就
要 &小时 (14到 &,,元，一对一的开
价更高。“考虑到家庭经济能力，我通
常会给儿子找一对十的补习班，但找
谁补经常会难倒我。我对于一般的培
训机构的教育质量并不信任，因此除
了一些课外技能培训，如新概念英语
等，学科的补习我找的都是学校教
师。”

和成先生一样，陈女士也选择了

给女儿找学校教师做家教。“我的女儿
正好是高考改革第一届，今年读高二。
等级考、合格考以及‘565‘高考科目让
这届孩子压力有点大。因此，高一开始，
我就给她重点抓数学、物理学科。现在
都是托了人，找了其他学校高中老师，
在他们的家教班里补。数学补习是一对
十，而物理班人数多些，有 &4多位学
生。”陈女士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物理
补课收费每 &小时 (14元，数学补课收
费每 &小时 &44元，一年光补课费用就
要花费 (!"44元。“这还不包括交通和
伙食费。而且我这都是熟人价，外面打
听下来基本收费都比较贵。”

但是，补课效果却并不是皆大欢
喜。不少家长表示，补课效果并不明
显。陈女士说，数学补课已经有一年
了，但对学校数学考试成绩提升似乎
并没有太大帮助。“但是，不补课总觉
得心里没底，就只能指望补课能让孩
子多接触一些题型。”

专家
界定!有偿"有时很难

“一纸禁令，真能杜绝有偿家教
吗？”据记者走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大
家普遍感觉禁令很有必要，但效果未
必立竿见影，甚至还会逐渐趋于淡化

或不了了之。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

人利表示，家教的问题相当复杂，有偿
家教的界定也比较难把握。“现在有个
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就是中小学生在
校外有偿补课，不仅补语数外和物理
化学等主课，连体育、美术也在补。比
如，中考要考体育，成绩差的自然要去
补游泳、田径、篮球等；比如，艺考前突
击补画画的也有相当一批人。而给学
生们补体育、美术的，几乎都是在职中
小学教师。再以暑假里各大游泳场馆
所聘请的救生员来看，有不少也是在
职教师，他们算不算补课？要不要禁
止？”张校长说，如果只禁止文化主课
教师不得进行有偿家教，不得到校外
机构里上课，但对音乐、体育、美术教
师却例外，这并不公平。

此外，张校长还提出了一个有偿
家教屡禁不止的“复杂问题”。他说，
有偿家教从形态上来看，大致可以分
成几类。一是针对本班学生的补课，
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二是同事间、
朋友间“相互帮忙”性质的补课，不一
定收费，或许会接受一些礼尚往来，
这样的补课算不算“有偿”，要不要禁
止？三是现在明文规定特级教师、高
级教师不得到校外机构兼职，但对绝
大多数的中低职称教师没有约束力，
他们如果干脆不想评高一级职称了，
对他们的兼职要不要“查处”，也没有
明文规定。

张人利认为，禁止有偿家教还需
出台一些细则，不能太笼统，禁令失之
宽泛，反而会流于形式。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绍
波

画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