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教育家精神
造就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先生”
□栗玉晨

谁听我说

在教师节给老师送礼，
这无形中给老师套上一层枷
锁。 当老师收下昂贵礼物的
那一刻， 教育仿佛成了一种
商品，可以用礼物来交易，用
价格来衡量。 收了礼，老师就
得在“付了款”的“消费者”面
前接受百般挑剔。 网上就有
90 后老师评论道， 自己并不
需要这些礼物， 推托不成的
她只得挤出笑容先收下，再
找机会让孩子带回家去。

老师们倍感压力， 家长
们也不好受。 家长估计也没
想到，费尽心思集资送礼，照
顾没捞成， 反倒把孩子学校
送上了热搜， 影响了正常教
学秩序；他们更没想到，自己
以为“为了孩子好”，实则会
给孩子价值观形成一定冲
击。 青春期的孩子更敏感，高
价礼品是对努力的消解，容

易稀释孩子的自我肯定：“老
师对我好， 是因为爸妈送了
礼，还是因为我自己够努力？ ”
送礼是表心意； 送昂贵礼物，
就免不了沾上些铜臭味了，要
是遇上自尊心强的孩子，更是
会给其带来价值观上的冲击，
本想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只怕
是好心办坏事。

多年前教育部就出台了
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
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严
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
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等
财物。 学生和家长太热情，合
理“领情”、教会学生感恩的方
式也有很多。 深圳就有不少学
校曾经开展“敬师周”
活动， 鼓励学生用诗
歌创作、歌唱表演、绘
制贺卡等方式向老师
表达敬意，用“每天进

步一点点”回馈师恩，并受到媒
体广泛报道， 得到社会公众的
认可。

如今人们的消费水平提
升了，礼物也变得五花八门。
这时，严厉禁止给教师送礼，
是人们吝啬于表达感恩吗 ？
实则不然。 教育应该是纯粹
的。 当表达心意沾染上攀比
和谄媚之风 ， 教育也会笼罩
上利益的阴影。舆论发酵，更印
证了家委会集资送高价礼品是
一桩失败的“买卖”。 教育本该
以心换心，这吃力不讨好的“花
架子”不做也罢。 有时候，一声
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就够
了。 ①2

回馈师恩 不要好心办坏事
□郑若彤

弘扬教育家精神， 是推动
教育变革转型、 推进教育现代
化，培养造就更多可堪大用、能
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夯实国家
强盛之基的历史使命。 教师的
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应是道德
高尚、具有人格魅力的群体，是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的楷模。 用形象得体、言行雅正
的行为举止成为世人效法的
“大先生”， 用过硬的专业能力、
渊博的知识水平、 综合的职业
素养， 承担起为中国式现代化
培育时代新人的重任， 是对教
育家精神最好的弘扬与践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
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日前发布。《意见》提出，到
2035年， 教育家精神成为广大
教师的自觉追求， 实现教师队
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成为
常态，教师地位巩固提高，教师
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
的职业之一， 形成优秀人才争
相从教、 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
良好局面。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
则国家强。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战略先导。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科技

创新已成为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引擎，新质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教育是支撑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底座。 建
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工程。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驱动广
大教师实现自我精进、自我完善
的强大力量。 新时代以来，教师
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
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
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
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
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
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
有的教育家精神。 教育家精神是
对教师职业精神的凝练与升华，
它既源于一代代师者的优良传
统，又立足当前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特殊历史使命，具有鲜明
的道德感召力、价值引领
力、实践驱动力。 将教育
家精神融入教育强国建
设新征程，是打造高素质
教师队伍、锻造更多大国

良师的必然要求。
弘扬教育家精神， 是推动教

育变革转型、推进教育现代化、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呼唤，是
培养造就更多可堪大用、 能担重
任的栋梁之才， 夯实国家强盛之
基的历史使命。 师也者，教之以事
而喻诸德者也， 教师的职业特性
决定了教师应是道德高尚、 具有
人格魅力的群体，是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楷模。 用形象
得体、 言行雅正的行为举止成为
世人效法的“大先生”，用过硬的专
业能力、渊博的知识水平、综合的
职业素养， 承担起为中国式现代
化培育时代新人的重任， 是对教
育家精神最好的弘扬与践行。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教育家的
时代， 也是一个能够产生教育家
的时代。“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 ”在教育
强国建设新征程上， 大力弘扬教
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
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自信自强、
踔厉奋发， 这样一支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2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告
诫广大学子———

南都论坛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最可悲的错误莫过于把最差的脾气和最
糟糕的一面都给了最亲近的人。

●心重者愁苦，心轻者洒脱；多欲者劳累，
无欲者清闲。

●幸福，不是别人口中的赞美，而是自己内
心的安详。

●最好的生活是： 身上无苦痛， 脑中无忧
虑，心中无恐惧。

●做人贵在三慎：慎微，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慎隐，在无人知晓情况下，不做亏
心事；慎恒，锲而不舍，始终保持高远的志向。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曾受伤的人， 只有不
愿痊愈的自己。

●别在意那些说不可能的人， 那只是他们
的选择，而不是你的现实。

●人的一生，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痛苦；
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欢乐。

●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生活无处不是坦途；
以平常心看待人生，人生无处不是胜境。

●不要说别人脑子有病， 脑子有病的前提
是必须有个脑子。

●最近读了一本教人遗忘的书，受益匪浅，
书名忘了，内容也忘了。

●一个人的梦想往往和另一个人的现实
有关； 一个人的失败往往和另一个人的成功有
关；一个人的吃亏往往和另一个人的获利有关；
一个人的漫骂往往和另一个人的优秀有关……
失败者以强势掩盖自卑， 成功者则以低调表达
自信。 当这种错乱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那么，
某些正常就将被视为错乱而变得很不正常。

●当一棵树不再炫耀自己枝繁叶茂，而是
深深扎根泥土时，它才真正地拥有深度；当一
棵树不再攀比自己与天空的距离，而是强大自
己的内径时，它才真正地拥有高度。

●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
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
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

●生活就是一场修行， 修自己的耐心、恒
心、平常心。 如果遭受巨大的失落，眼看着美好
被岁月和生活消耗，在这样的现实中，仍然保持
创造和热爱， 那我们就是真正强大了。 就像罗
曼·罗兰说的那样：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
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走得最急的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是
最真的感情。

●当身边的朋友说你是疯子的时候，成功离
你不远了。

●在事实面前，你的想象力越发达，后果就
越不堪设想。

●地球是运动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处在倒
霉的位置。

●你永远看不见我眼里的泪水， 因为只有
你不在的时候，我才会哭泣。

●时间就像一张网，你撒在哪里，收获就在
哪里。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幸好有差距，
不然，谁还稀罕理想。

●人生的两大悲剧莫过于： 得不到想要的
东西和得到不想要的东西。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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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园丁
庆祝第 40 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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