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教师节，教师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向教

师表达敬意的时候，教师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但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不少教师在

日常教学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记者近日对省城部分中小学老师采访时发现，不少老师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也遭遇不少“困惑”。 星级记者 桑红青

学习是一个人真正的本领，是人的第一特

点，第一智慧，第一长处，第一本源。其它一切

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的恩泽。在不停的学习

中，我们的视野更加地宽阔，知识更加全面，生

活更加独立。每当回首人生，那些知识的果实

和智慧的光芒，总会让我由衷地感谢教师。

学习中，我们的生活更加独立
戴祥海（安徽大业茗丰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

讲述人：李磊，合肥一所名校初中教师

李磊说，他曾经听一位朋友和他说：曾几

何时，夜半窗口女教师批改作业的瘦削身影

成为教师这一职业的经典场景，男教师衣襟

上的白粉笔灰和两鬓的白发吸引了多少尊敬

的目光。人们把“辛勤的园丁”、“滴泪的蜡

烛”、“灵魂的航标”等美好字眼慨然献给教

师。李磊说，自己小时候对老师的尊重甚至

高于父母，老师的话都是“言听计从”。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少老师一起聊天

时发现现在都“怕家长”，老师拧一下学生的

耳朵都不敢，学校或班主任安排一件事情，不

少家长不配合，稍有怠慢还可能投诉到有关

部门。这些让一些年轻教师产生“害怕家长”

的心理。李磊说，自己对这些事情也感同身

受，有时甚至觉得老师现在是“弱势群体”。

点评：

老师还是要净化自己的队伍，返璞归真

对于教师成“弱势群体”这一说法，合肥

八中教务主任王甬生认为，这一方面与社会

有关系，另一方面教师这个群体要集体反

思。他分析说，教师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承载着“教书育人”的重任，过去教师虽

说清贫，但在社会的地位非常高，“天地国亲

师”，把老师和自己父母放在一起，但现在受

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影响，个别老师出现收

受家长礼物，搞有偿补课等行为，这些都极

坏地影响了教师整体形象。试想，老师收了

学生家长礼物了，补课收钱了，这样不就把

师生关系演化成了赤裸裸的商人和顾客的

关系了。

王甬生说，既然老师是商人了，那顾客就

是上帝了，这样家长对老师要求多了也自然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建议老师还是要

净化自己的队伍，返璞归真，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教书育人”上。

在陈家桥的记忆里，在六安县上初中时的

陈老师，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人，“陈老师和

我们学生是平等的，容易沟通，而且相互尊

重。有一种教育叫赏识，作为教师，你可以像

朋友一样赏识自己的学生，站在一边为他鼓

掌，为他喝彩，陪伴学生成长。”陈家桥说。“他

把名次啊、得失啊都看得很淡的这种态度，影

响了我的人生。“

不计名利的淡然
陈家桥（著名作家）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哈尔滨文学院

国画专业，来到安徽后，经过张建中先生引见，

我成了孔小瑜先生的弟子。

老师人品正，对待学生作品总是客观指

正，有时高兴时为我作画，让我带回家仔细

揣摩。几十年，风雨无阻，我总去先生家，直

至 1984 年他去世，他的人品、技艺，给我深

深影响。

老师教诲影响我终身
胡志辉（著名画家）

“从小就对教师这个职业有莫名的崇

拜感，在学生心目中，老师是最权威的。”

谈到自己的老师，蒋雯丽说：“老师对学生

真的非常重要，能够影响学生的一生”。

她最感谢的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

林洪桐。“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当演

员，也没想过自己能考上北影，甚至有入

错行的感觉，是林老师发现了我，从那么

多人中选中了我，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

今天的我”。

没有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蒋雯丽（著名电影演员）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非常感谢那些

曾经对我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我们今天所取

得的成绩与他们的辛勤培养是密不可分

的。而今，当初教授过我们的那些老师大多

数都已经步入晚年，希望他们都能够心情愉

悦的安度晚年并祝他们节日快乐。

特别的日子，感谢老师们
束从轩（安徽省老乡鸡集团董事长）

为了您曾经的谆谆教导；也为了您曾经期

盼的目光，我们从未懈怠，一直在努力前行！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祝各位老师永远健

康，节日快乐。

我们从未懈怠，一直在前行
黄广勇（合肥滨湖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

什么时候教师成了“弱势群体”？

讲述人：倪宏翠，25年教龄的小学教师

“我现在最怕家长找我要求给孩子布置

作业，以前孩子过得都很轻松、很快乐，自己

作为老师也非常开心，但现在每年都过得疙

疙瘩瘩的。”倪宏翠（化名）是合肥市一所名小

学的老师，算起来今年有25年教龄了，因为

所带班级成绩出众，她成了学校的名师，但她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对当前孩子的课业负

担过重感到忧虑，谈到原因倪宏翠显得有点

无奈。她说，她在1987年师范毕业后走上了

教师的岗位，当时她在小学教一年级语文课，

“当时小学除了高年级的布置作业，低年级的

很少安排作业的。”

倪宏翠说，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

知道从哪年起，小学生的作业量越来越多，

而且这其中很多作业都是重复作业，比如

把某一篇文章连抄五遍，错误的题目重写

30遍等。倪宏翠认为，小学阶段应该培养

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要让他们在小学阶

段学会“如何学习”，具备“自主学习”能力，

但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老师“作业布置的

越多越好”。

倪宏翠说，不少家长也不理解，老认为孩

子回家有写不完的作业才好，或者说每天写

作业到凌晨才叫好好学习了，这些都是误区，

这样只会让孩子越来越累。

点评：

中小学阶段学生的作业量要“适可而止”

合肥市包河区教体局副局长高俊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小学阶段学生的作业量要

“适可而止”，特别是不能布置一些“没有技术

含量”的机械性作业，这对学生只会增加课业

负担，起不到真正的“巩固提高”作用。对于

初中、小学生来说，这个年龄段最主要的是掌

握“学习方法”，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要为他们多布置一些社会实践作业。“学校应

该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培养他

们能考多少分。”

作业量：一些家长为何老希望孩子作业越多越好？

讲述人：刘明金，合肥某中学高中教师

当前，社会、学校、学生家长对教师职业

的要求越来越高，期望值越来越大，教育行政

部门嘴上说，不要“以升学率给学校、老师排

名”，但哪个学校不把“升学率”作为指挥棒，

而且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每年高考成绩放

榜，你所带的班级考了多少一本、二本成为学

校校长最关注的，也是平时班主任最关心的，

因为考了多少本科将直接被作为对教师的评

价标准，教师一刻都不能松劲，压力比较大。、

刘明金说，他每天从早晨6点左右出发去学

校，晚上10点左右晚自习才结束，自己每天

在校时间大约有十二个小时。教学任务繁

重，工作压力大，耗费时间长，但每年到高考

时，心里忐忑不安，最怕自己所带的班级在年

级“垫底”，这时时刻刻悬在头上的“升学率”

这个指挥棒，让他感到“压力山大”。

点评：

“成绩说话”这个评价标准害了老师

“高中教师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就要求

社会彻底转变观念，不要老盯着升学率。”合肥

八中教务主任王甬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个主要还是学校方面引起的，作为初中、高中

学校负责人来说，因为面临中考、高考的压力，

所以大家更关注社会的口碑，而这个“口碑”自

然就是看学校多少学生考上了省示范高中，有

多少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如果“口碑”好了，

自然生源就好了。而社会对“好老师”的标准

也比较单一，什么是好教师？你所带的班级考

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多，你就是好老师。至于学

生身体素质，道德素养、集体观念等等，这些都

不是社会各界评价的标准。

升学指标：“升学率”这个指挥棒“压力山大”

职业反思：什么时候教师成了“弱势群体”？

06 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殷江霞 | 组版崔琛 | 校对梅静

师之惑

师之恩

记者 张亚琴 周玉冰 孙婷 邹传科 整理

名人谢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