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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lyn42"> 教师节给老师送礼几乎成为近年来一个约定俗

成的“礼仪”，不少商家还推出了特别的“教师节专柜”。

对于这个“潜规则”，成都市内不少学校都贴出公开信，希

望家长不要给老师送礼，建议短信送祝福，并保证会以仁爱

、公平之心对待每个孩子。 【核心提示】 昨天是教师节。之

前的一夜，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第二天送老师的鲜花或其他

礼物而忙活。一些家长感觉:不送礼，怕孩子受委屈，别的孩

子都在送东西嘛；送礼，又怕摸不清“行情”。绝大多数老

师也苦恼: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礼物越来越多，背后的真情实

意却似乎在减少。 在“感恩”这个字眼流行的时代，教师节

，是一个“形式上”感谢老师的“送礼日”，还是一个通过

教育孩子感谢老师从而学会感谢所有的“感恩日”？教师节

当天，让我们听听一些教师在想什么？ 【惊喜】 最好的礼物

是“感恩” 镜头一:某中学，早上上课铃响后，班主任徐老师

走进教室，看见讲台上一盆娇艳欲滴的鲜花格外抢眼。他正

愣神，同学们刷地站起来，向老师敬了个礼，齐声说道:“老

师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徐老师乐得眉开眼笑，也作揖道:

“同乐同乐！谢谢同学们！”其情其景，真是让人怦然心动

。这堂课，似乎上得比往常更为活跃，师生之间更多了一道

默契和理解。一盆鲜花，代表了全班42位同学的心意。既体

现了节日的温情，又不造成经济上的负担，放在教室的讲台

上，让每位来上课的老师都能感受到学生们深深的敬意。 徐



老师说，他很开心，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学生们更开心，

趁这个机会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 镜头二:今年已经退休的姚

老师说，这两天她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短信，都是以前的

学生发来的祝贺信息。 “记得我当老师收到的第一份礼物，

是一个精致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祝老师节日快乐，一生

桃李满天下！’发自肺腑的话语至今读来都让人感动。这位

学生后来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回来探

望我，感谢老师对他的培养。”姚老师说:“还有什么礼物比

得上这样一份师生情谊更让人永久铭记呢？” 【遗憾】 “三

张卡片上 写着相同的话” 同样是鲜花，周老师却和徐老师有

着不一样的感慨。感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周莹是

石市一所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昨天，她的办公桌上多了

几捧娇艳夺目的鲜花和许多贺卡、音乐盒等小礼物。每一件

礼物都附着一张寄语卡片。翻开卡片，上面写着，“老师，

大家都说您培养着祖国的栋梁； 我却要说，您就是祖国的栋

梁。正是您，支撑起我们一代人的脊梁！/ 您像一支红烛，为

后辈献出了所有的热和光！您的品格和精神，可以用两个字

形容就是 燃烧！不停地燃烧！/ 您讲的课，是那样丰富多彩

， 每一个章节都仿佛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 让我看到了

一个斑斓的新世界⋯⋯” 这一份惊喜，着实让周老师感动不

已，禁不住眼眶湿润了。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却让她心里

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当她接着欣赏这些礼物时，却发现至少

有三张卡片上，写着相同的话，并且一字不差。 “刚开始，

心里真的有点失落，为什么孩子们不写上自己的心里话呢？

但是后来，我立刻说服自己不要有这种感觉。孩子们还小，

没有那么多优美的语言能力。也许，一起从什么地方看到了



这句话，觉得不错，就不约而同地记了下来。不管怎么说，

孩子们的心是真的。能收到这么多礼物，我很知足。” 【尴

尬】 家长送来一张5000元购物金卡，收不收？ 昨天是老师的

节日，可是身为一名中学老师，何女士却遇到了一件左右为

难的事。 “作为老师，我有责任把每一位学生教好，而不是

被家长左右。对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分贫富

，不分成绩好坏。今天这事，真的很让人为难。”何女士说

，今天早自习的时候，班上一位女生的父亲硬塞给她一张商

场的购物卡。几次推托，何老师觉得家长一番盛情难却，就

收下了。 中午，和同事一起逛街时，何女士才知道，这是一

张价值5000元的购物金卡。“说实话，这份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敢收，考虑了许久该如何把这份重礼送回去。原本想让

学生把卡捎回去，又怕伤了孩子自尊。这个学生家里条件不

错，什么都不缺，就是父母工作太忙，顾不上她。送这么重

的礼，无非是想老师在孩子身上多用心。家长这种心情我可

以理解，但是，对孩子的教育需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

合。很多时候，并不是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这一份重礼

，让何老师实在不敢当。 【希望】 “师生情谊是不能用礼物

来衡量的” 石家庄市第二十八中学的李小明老师告诉记者，

从教十几年来，每个教师节她都会收到学生送来的贺卡、相

框等小礼物，东西并不贵重，却总会给她带来惊喜。李老师

认为，共同体验、共同成长是老师与学生情感之间永恒的桥

梁，对老师来说，最开心的事就是能看到学生的进步，而不

是靠礼物来维系师生之间的感情。 和李老师同一办公室的蔡

老师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每年教师节，他都会收到

各种各样的礼物，礼物都不贵，一束鲜花或一张卡片，有时



是一盒便捷式鞋油，送得幽默诙谐，却又很能体现学生对他

的感情。蔡老师说:“师生情谊是不能用礼物来衡量的，我教

的学生中有许多我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一见到我还是

非常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一些过去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

财富！” 【行动】 “我拒绝了儿子给老师送礼的请求” “给

老师送礼物？我觉得没有必要。”石家庄机场路小学的一位

学生家长侯女士认为，只要孩子好好学习、尊敬老师，就是

对老师工作的最大肯定，老师也不会因为家长是否送了礼物

而区别对待学生。 侯女士说，今天早上，儿子要求她一起到

学校去，给老师带些礼物。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思索，侯女

士拒绝了儿子的请求，对儿子说:“祝贺老师节日好是应该的

。可是你是老师的学生，表达对老师感谢的人应该是你自己

，而不是妈妈。你要是真的想表达一下对老师的心意，就用

自己的零花钱去给老师买张贺卡吧，写上你最想对老师说的

话。” 侯女士认为，家长的任务，应当真正把教师节当成教

育孩子学会感恩的机会，而不是充当送礼的邮递员。“开始

我也有片刻的顾虑，考虑会不会因为没给老师送礼儿子被忽

视。但是马上，我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平时，我与儿子的老

师有非常好的沟通，我相信他们的老师！” “孩子的进步才

是对我们最好的礼物” 22岁的李纤纤是桥东区一家私立幼儿

园的老师。今天，她一直在忙着筹备礼拜五晚上的篝火晚会

。“这次晚会，我们特别弱化了教师节的概念。之前，有不

少家长拎着月饼给我们的老师送来。因此园里决定，在礼拜

五晚上举行一个中秋晚会，让家长们把月饼带到晚会上吃，

既促进了亲子感情，又教育孩子们学习了与他人的分担、分

享。” “幼儿园的孩子年龄太小，还没有什么送礼的概念。



这个时候，可以说所有的行为都是家长的心意，而不是出于

孩子本身。为了答谢家长们的一番好意，同时给大家创造一

个交流感情的机会，我们把所有的表达，都搬到晚会上去进

行。 到时候，老师们会和小朋友一起准备一些节目，表演给

爸爸妈妈看。我们将通过教师节、中秋节这样的节日，让孩

子们学会感谢他人、关爱他人。其实，我们做老师的和做父

母的一样，孩子的进步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礼物。有时候，小

朋友贴在老师脑门上的一个小贴画都能让我们心里感动老半

天，那是孩子们在用他们最纯洁的感情回报我们的付出。”

李纤纤说。 【困境】 情感表达 不是利益交换 给老师送礼的

风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当然，这些“礼”，多指的

是“实际”的。 有一些商业网站开出教师节给老师送礼的“

方子”，一些礼物动辄数百元。 一些老师其实有遗憾:送的礼

物可能越来越多，真情实意似乎逐渐在减少，以前孩子手工

做一个很简单的贺卡就让人感动，现在有的礼物一看就是买

的很贵的东西，连名也不署就送来了。教师节时家长猛送东

西，平时家长会家长却来了就走，“没办法，忙啊，孩子托

付给你了”。 一些家长其实也很苦恼:不送礼，怕孩子受委屈

；送礼，又怕摸不清“标准”，出手寒碜。绝大多数老师其

实也苦恼:拒不收礼，怕家长产生“顾虑”（就像有些患者在

送出红包后才敢进手术室一样）；收礼，又违反教师原则。

只好费尽唇舌婉谢以打消家长顾虑，于是便平白增添了很多

无谓的“工作量”。 【观点】 别让“教师节” 成“送礼日”

省会著名社会学者梁勇认为，教师节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

体现，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于此。教师节给老师送

礼，其实是学生对老师的一种情感表达，本无可厚非。两千



多年前，子路就给孔子送过腊肉。但是，现在的一些“礼”

，使这种情感表达变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回报师恩的异

化。 感恩，有多种表达形式。学生对老师最好的报答，就是

学有所成。家长通过物质载体让孩子了解做学子的德行修养

，表达一下对老师的尊重，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超过

了一定的限度，情感表达就成了利益的交换，亵渎了为人师

表的尊严，是师德沦丧的表现。 梁勇呼吁，社会导向和家长

的价值取向，最终会影响到孩子。对那些超越了界限的礼品

，我们很难将它们与感恩联系，如果用市场经济的尺度去考

量，最终会变成滋生师德沦丧和唯交换意识的小人的土壤。 

走出“教师节送礼”的困境，家长们不要在这方面再多费心

思，罔自揣摩；老师们更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心思要正不能

倾斜。除此，更需要一种“拒收规章”的建立。这样，让“

有想法”的个别教师断了念头、不敢收，让家长们不敢送，

或在规章面前送不出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