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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评

□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 王莹 仇逸

又到教师节，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演变为两难的道德考题。连日来，记者在上海、江苏、辽宁等地
调查发现，在一些热点中小学，一边是家长苦恼送不送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不收礼、怎么办，双
方均患上“红包”焦虑症：理想教育的天平承载不了越来越重的红包。

国务院近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对教师实行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制。“家长苦
恼、老师纠结”的“教育红包”为何严禁难止？如何维护师德尊严，重塑健康纯洁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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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之若鹜 新华社记者 冯印澄 作

相关专家、家长认为，遏制“教育红
包”升级、泛滥，首先老师要加强自律，守
住道德底线，重树师德尊严。此外，应进
一步细化相关禁令，提高法规的可操作
性。教育部门也应联合家长、媒体等社会

各界构筑师德监管网，加强监督执法，把
师德“一票否决”举措落到实处。

“因为有部分老师‘送与不送不一
样’，所以才会有家长认为‘送总比不送
要好’，教师节变味，老师要负主要责任。”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
教授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
须坚定信仰和纯洁师德，不能以普遍行
为、社会风气等为借口，降低了对自己道
德、行为的要求。

对于收红包这种严重违背师德的行
为，相关部门态度明确，禁令不断。2010
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教育
系统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
业界称为“八不准”禁令，其中规定老师

“不准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
证券、支付凭证或其他财物”。今年8月，
国务院出台相关意见，评价老师实行师德

“一票否决”，情节恶劣的按有关规定予以
严肃处理直至撤销教师资格。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家长苦恼、老师
纠结、法规严禁，“教育红包”如同癌细胞
一样逐渐扩散，侵入教育肌体。仔细分析

“红包癌症”病因，内因和外因交织下，一
条教育寻租链条清晰可见。

“送和不送真的不一样！”包小明的女

儿4年前上幼儿园，开始在幼儿园总是吃
不饱，回家常喊“饿死了”，后来送了红包，
老师总是加餐，女儿回来就说“撑死了”。
每次送礼之后的几天，女儿往往会得到老
师表扬，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一旦老师批评女儿，我就想，是不是又要
送礼了？”

湖南的初中生家长苏先生给记者分
析了给老师送红包的诸多好处。“很多教
育资源都掌握在老师手里，比如评三好
生、当班干部，特别是‘小升初’推荐优秀
生，老师和班主任一般都有几个名额。”苏
先生说，要想老师青睐自己家孩子，平时
和老师处好关系很重要，而每年的教师节
就是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

除了谋求具体好处，很多家长是抱着

“花钱买心安”的心态给老师送礼。沈阳
学生家长田女士的儿子今年上高中，教师
节本不想给老师送礼，但一打听，身边的
朋友同事都送礼了。由于担心不送礼引
发老师不满，田女士只得“随大流”给班主
任包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求什么额
外的好处，只想让老师对孩子留个好印象
而已。”她说。

“教师收红包是中华传统文明和当前
社会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沈阳市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佟雨臣说，虽然“教育
红包”只是部分地区、部分学校、部分老
师的行为，但这些个体行为已严重影响
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和教育声誉，还
容易引发学生的攀比心理、投机心理，污
染孩子纯洁的心灵，应该坚决禁止。

这几天，对女儿小学二年级开学的喜
悦还未散去，上海的包小明开始犯愁教师
节给老师送什么礼。鲜花贺卡不实惠，现
金和卡太直接。经过反复挑选，她为老师
准备了两罐精品龙井，既有文人雅趣，价
格也很到位。“给老师送礼最麻烦，既要保
面子，又要顾里子！”

和包小明一样犯愁的家长不在少
数。记者采访发现，教师节送礼的重灾区
主要是各地的一些知名中小学，对象集中
在语数外等主科老师和班主任。沈阳市
一所热点小学的王老师说，新学期开学以
来，全班40名学生，超过一半的家长都送
了礼，普遍价值数百元，还有的直接拿信
封送现金。

面对接踵而来的“红包”，很多老师并

不像家长想象的那般满心欢喜。“家长的
红包越厚，老师的压力越大！”南京市白下
区一位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李老师说，拒收
家长红包时常拉拉扯扯，有时还有学生在
旁，场面非常尴尬。有时虽然拒收成功，
但明显感觉和家长的关系疏远了。“有时
候家长送的礼物实在退不回去，心理压力
会非常大。该怎么对待孩子，学习管理和
生活照顾到什么程度，就怕拿捏不好，都
快得强迫症了！”

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米、腊肉，到
90年代的鲜花、水果，再到新世纪的现
金、购物卡，随着礼物逐渐升级，教师节开
始变味。北京一所知名小学的学生家长
透露，随着现金和卡数额增大，为了规避
风险，这几年流行给老师送旅游，“开始是

国内游，后来是出国游，没个三四万元根
本拿不下！”

不断升级的“教育红包”让师生关系、
家校关系不再纯洁。“开学才3天，就学生
座位问题，一年级8个班主任所接的电
话、短信不停，甚至有家长直接要求给孩
子安排4排2座，即靠讲台中心的位置，并
表示教师节一定好好‘感谢’老师。”上海
一位全国劳模小学老师说，面对这样的暗
示或礼物，自己会坚决拒绝，不然班级的
正常教学工作根本没法开展。

在沈阳市铁西区兴工街第一小学校
长张吉新看来，红包带给教育的不是助
力，而是阻力。“如果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异
化为金钱关系，充满了铜臭味，老师如何
教书育人？何谈言传身教？”

□杨国栋

从家长的角度看，每年给老师送礼已
经成了沉重负担，多数人都不想送，但鉴
于送礼成风的现状，因为怕孩子吃亏，只
能违心送礼。教师节送礼早已成了公
开的“潜规则”，很多教师也习以为常，
不仅在家长送礼时坦然笑纳，对那些反
应迟钝的家长还会有意无意地加以提
醒。这样的事多了，难怪每年教师节，
拒收礼的倡议反会被人当成提醒家长
送礼的信号。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严禁教
师收礼，但很少有明确的处罚规定，禁令
一直形同虚设。相比其他行业，收礼可能
构成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
严重后果，教师收礼可谓毫无风险，难怪
很多人收起礼来肆无忌惮。

香港就很少有教师收礼的事发生，更
别说主动向家长索要礼物了，违者最重面
临10万港元罚款及3年监禁。连送礼者
也可能因行贿而被抓，以前就有内地学生
因向香港的大学老师送礼以求在考试时
获得照顾而被判刑。事实上内地的教师
收礼，同样涉嫌受贿，却从未有被判刑的
先例，责令退还礼物，给个处分已是最重
处罚了。收不收礼全靠教师自律，自然难
以遏制收礼行为。

如果学校能严禁教师收礼，教师也都
能做到坚拒不收，教师节送礼根本就不会
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更不用年年讨论。看
来还是得提高教师收礼的违法成本，用严
厉的处罚来遏制这一歪风。有关部门不
仅要出台包括取消教师资格和将教师收
礼行为入罪的处罚规定，还要确保这些规
定的落实。学校和教师也要用不偏不倚、
一视同仁的教学态度来取得家长的信任，
避免他们因为担心老师给孩子穿小鞋而
送礼。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
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的规定也
要落实好，让教师不会因为收入太低而把
手伸向学生。

教师节不收礼
得靠法律

“教育红包”渐渐升级，家长老师焦虑加剧

家长苦恼老师纠结，红包为何严禁不止

维护师德尊严，关键是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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