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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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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在平均海拔1000多米的湖北省五峰土家
族自治县采花乡，有一位英语老师，为了山里的
孩子，他一次又一次放弃高薪和丰厚物质待遇，
扎根乡村中学23载，帮助当地500多贫困学子
通过读书走出了大山。他叫向宏佳，今年45岁，
先后获得全国德育先进教师、全国百佳乡村英
语教师、马云乡村教师奖、湖北省特级教师、湖
北省农村优秀教师、湖北省十佳班主任、宜昌楷
模、宜昌市第四届学科带头人等荣誉。（9月9日
中新社）

毋庸置疑，教师节设立 35 年以来，国家对
教育更加重视，政策更加倾斜，教师的地位和待
遇有了很大提升，教育的发展环境也有了明显
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不容忽视的是，
中国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在农村，教育不公的重
灾区也是农村。比如，乡村教师工资普遍偏低，
见证了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大差距。再者，农村一
些贫困地区，学校教职人员有限，许多教师身兼
多职，加上生活条件、教学环境较差，造成身体
疲劳、心理疲惫。

在教育的园地，也有“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一些现实问题和困难，既困扰着教育，也困扰着
教师。“再穷不能穷教育”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
子，涉及教育的投入难以到位，涉及教师的待遇

难以落实，教师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无法保
障。再者，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公，存在贫富不
均、苦乐不匀，公办学校比不过民办学校条件
好，老少边穷地区远远不及发达地区教师待遇
高，农村学校难以和城市学校比肩，民办教师无
法和公办教师同工同酬。

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23日，教育部发布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办法》要求，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然而，
一年多过去了，由于一些地方在执行上出现了
偏差，许多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未能从根本上
得到改观。可见，如果地方政府不执行相关规
定，不重视农村教育，乡村教师心中的美好愿
景，恐怕又会成为纸上画饼。

因此，乡村教师弃 50 万高薪，除了嘉奖更
要加薪。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除了国家补助
资金支持之外，地方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换言之，地方政府不能以经济贫困为由，对教师
恶劣的生活环境袖手旁观，一味地去“等靠要”，
乞求国家救济和社会资助。经济贫困虽然是事
实，但并非是“穷教育苦教师”的借口。如果地方
政府把义务教育放在十分重要位置，哪怕经济
再困难，也会有解决的办法。比如，停建一些楼
堂馆所，压缩一些“三公消费”支出，等等。特别
是，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不能作为一句口
号，刷在墙上，挂在口中，要落实到增加教育投

入的具体行动中去。 汪昌莲

开学了，老师也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教师节。让我们全体起立，再喊一
声：老师，您好！

在校时，我们可能和老师“斗智斗
勇”。离校后，我们才明白，老师们一次次
用看似苛刻的要求跟我们“过不去”，其
实都是一声声真情的“告白”，他们严厉
的脸庞背后都有最轻柔的期待，期待用
自己的孜孜不倦换来我们的脚踏实地，
用自己的或温柔或严厉，送我们一个美
好的前程，给民族一个更好的未来。

时光终将远去，师恩永在。
再见老师，你会对老师说些什么？是

“谢谢您，没让我变成熊孩子”，还是“对
不起，当年不懂事，没能体会您的苦心”，
或者是“我一直在努力，终于没有辜负您
的期望”？

不论你说什么，老师一定满眼含笑。
因为你长大了，更好了，对老师来说就是
最大的慰藉。

再见老师，你会做什么？是给老师鞠
上一躬，还是给老师一个久久的拥抱？或
是拉着老师打开手机给他看孩子的照
片、倾诉你奋斗的喜怒哀乐？

不论你做什么，老师一定满眼含笑。
因为你的尝试、努力、收获，对老师来说
就是最好的回报。

老师永远只想做我们背后的那个
人。鲁迅的老师、冰心的老师、陈景润的
老师、邓稼先的老师，还有拖着残疾身躯

“爬”上讲台的老师、耕耘 46 年退休后又
重返课堂的乡村教师、用青春守望大山
的“80 后”“90 后”支教老师……他们用
流逝的时光，汇聚成黑板前谆谆教诲的
身姿；把不老的师情，凝聚成灯影下日复
一日批改作业的背影，只为了让我们和
时代挽手同行。

老师，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想对您
说，人生路上，感谢有您陪伴；如果时光
能加速前行，我期望，若干年后，您仍是
那位手持戒尺、眼中有光的老师，我仍是
那个心怀敬畏、不丢信仰的学生。那时，
双鬓斑白的我，站在您面前，只想再次起
立，和同学们一起大喊“老师好！”

老师，
您好！

从 1985 年 9 月 10 日中国第一个教师节至
今，这已是第35个教师节。

谈到教师节，不能不讲尊师重教这四个字。
所谓尊师重教，一言概之，就是给教师更多

尊敬，给教育更多重视。尊师重教应该是连在一
起的，尊师就是重教，重教必须尊师，但在现实
中，却隐约存在着一定脱节，甚至分隔。

不必讳言，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着教师
权益受损的现象。有不少教师，就像一个陀螺，在
身不由己中找不到自身存在感。这段时间，保证
教师对学生的惩戒权，受到了舆论的普遍关注。
重视的背后，是很多教师地位的削弱。有些压力，
有些伤害，就来自家长。哪怕有些家长，刻意逢
迎，还产生了一些不正之风，但从根本上讲，恐怕
也不是“尊师”，而只是“重教”，是为了自己的孩
子。看看一些家长刚刚离开教师的办公室，转身
而去的不屑表情，心里也就有了答案。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
生秉烛铸民魂。”有人说，这样的教师谁人不爱，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不少教师也发生变化，有的
教师心不在焉，有的教师不务正业，有的教师已

然失去了师德。对于教育部门和广大教师来
说，必须把“尊师”和“重教”统一起来，也就是更
加重视教育，按照千百年来人们赞美和向往的

“教师的样子”要求自己，通过自身“重教”，赢得
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尊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一个“好老师”，就是一盏灯，能够照亮一片。做
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
操；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做好老师，要有仁
爱之心。这就是新时代“好老师的样子”。在我们
身边有着大量这样的“好老师”，他们无愧于灵
魂的工程师，无愧于梦想的筑造者。

没有脱离尊师的重教，也没有脱离重教的
尊师，尊师与重教一个都不能少。形成尊师重教
的生动局面，是全社会的事，需要方方面面付出
努力。而有没有形成尊师重教的生动局面，不能
只看教育投入，不能只看教学大楼，必须落脚到
教师和学生身上，把满意感和获得感作为最终
评价标尺。 毛建国

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在“最好的资源
都给了教育”的浙江，记者走访了4位十分有个
性的教师。他们分别执教于幼儿园、小学、中学
和大学4个阶段。织网、设计、治愈、筑梦……他
们用不同的育人方法，坚守着为师者的初心。
把他们的情怀、理念和实践串联起来，“我们究
竟要培养什么人”的答案，呼之欲出。（9 月 9 日
新华网）

说到“个性”，难免让人感情复杂。这本是
一个中性词，但长期以来却被赋予了更多倾向
于贬义词的含义，往往被理解成另类、孤傲、不
合群、难以相处等等。为此，有“个性”的人往往
在生活中会承受更多压力，会碰更多壁。但幸
运的是，随着社会日益进步、文明与多元，“个
性”不但开始回归它的中性词属性，而且开始
向褒义词倾斜。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有个性的学生
越来越宽容，并且希望能够从他的个性上发现
优点，然后因材施教，帮助他更好地成长，这是
尊重教育规律的体现。但是说到“个性老师”，很
多人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乃至觉得难以理解。

所谓“个性老师”，除了性格上的个性，更
多指的是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上的个性，比如

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按常理出牌，不遵循传统
教育方式等等。

第 35 个教师节，我们希望从今年开始，能
够给予身边的个性老师更多的宽容、理解和支
持，能够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更多配合。如果一
定要说原因，那就是实践已经证明，一方面，个
性老师往往能够更加尊重个性学生，两者互相
成全，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个性老师不同于一
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往往能够出奇制
胜，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给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带来更大的帮助。

比如新闻中这四名“个性老师”，他们教育
理念或许不同凡响，他们的教育方式或许独特
另类，但因为坚守了教育初心，他们都得到了
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同事和领导的高度认可。

个性老师，并不是为了个性而个性，通过
对他们的深入了解不难发现，他们所谓的个性
教育理念、个性教育方式，不过是在对教育规
律孜孜以求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属于自己的教育方法。这样的探索和实践，当
然是值得鼓励的。所以值此教师节之际，我们
希望学生、家长、同事，都能够对身边的个性老
师多些理解与尊重、配合与支持。 苑广阔

——致2019年教师节

新华时评

别让“个性教师”泯然众人矣

弃高薪扎根乡村学校，除了嘉奖更要加薪

尊师与重教 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