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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师说

2017 年安徽省界首市教育局出台“顶岗培训”政策，
新任农村教师在自愿前提下， 可以到城区学校顶岗培训
一年。 农村新任教师到城区顶岗培训， 空缺的岗位怎么
办？ 配合顶岗培训政策，界首教育部门又出台了“顶岗支
教”模式，让城区老教师和农村新任教师互相“顶岗”。

（2017 年 12 月 25 日人民网）
笔者认为， 要完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 界首推行的

“顶岗培训”和“顶岗支教”模式值得提倡。 首先，让城区老
教师和农村新任教师互相“顶岗”，既能让新任农村教师
接受城区优质学校在理念、 业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
验，扣好教书育人的第一颗纽扣；也能让老教师到农村学
校传授先进的教学技能，丰富阅历，何乐而不为？

其次，一般“顶岗培训”和“顶岗支教”的时间为一学
期或者一学年， 有利于农村新任教师和城区老教师充分
了解城区中小学和农村中小学的教学情况， 熟悉城区和
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加深对城乡教育问题的理解。

再次，通过“顶岗培训”和“顶岗支教”交流方式，农村
新任教师和城区老教师有更多的参与城乡教学、 教研活
动和进行班级管理的机会，通过备课、讲课、评课及班主
任班级管理活动等， 增强了农村新任教师在城区的从教
能力和城区老教师在农村的适应能力， 提高了双方的组
织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 为农村新任教师今后教师职业
发展和城区老教师晋升高级职称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知，城区老教师的“顶岗支教”不仅有利于城
乡学校，有利于农村新任教师，更有利于老教师的发展，
“顶岗培训”与“顶岗支教”是农村学校、农村新任教师和
城区老教师的三赢。

“晋升高级职称须有 1 年以上乡村基层工作服务经
历”的规定在很多省份早已实施，城区老教师“顶岗支教”
已经势在必行。 它对于解决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
存在的突出问题，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稳定乡
村教师队伍，带动和促进乡村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高，实
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遇事不过三句话：“都行、可以、
没关系”，这两天，朋友圈里火了一
个词———“佛系”，据说，拥有“佛系”
特质的人，豁达不争、不悲不喜、看
淡一切，颇有几分超然脱俗的味道。

用 “佛系” 来自嘲调侃并无不
可，但当教师队伍中也有人出来“蹭
热度”，声称自己是“佛系教师”，不
免令人担心起来。毕竟，教师不同于
其他职业， 面对一群充满无限可能

的学生，怎么也不应该清净无为。
“佛系”和“教师”的属性背道而驰，如果说“佛系”先渡己

再渡人，强调自己先自我修炼到不悲不喜，教师则一定要既渡
人又渡己， 把引导和教育学生当作第一要义， 用知识浇灌他
们、用爱心呵护他们、用正能量激励他们、用理想信念鞭策他
们，为他们的人生打上积极向上的底色，在这个过程中，教学
相长，实现自我成长，才是“教师”二字应有的意义。

再则，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正是谋事创业的好时候。 人
们常常感叹，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怎么能在本该奋斗的年龄
选择“无为”？ 今天，我们的学校、社会为教师提供了施展拳脚
的广阔天地：小到上好一堂课、帮助一名学生，大到带好一个
班级、管理一所学校、为一门学科添砖加瓦……我们的教育事
业大有可为。

当然，笔者不否认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都“压力山大”，但
这压力何尝不是动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老师都喜欢拿这句话勉励学生，怎么轮到自己，就
变得懦弱起来，懦弱得要打着“佛性”的幌子逃避现实、为懒惰
和不作为开脱？

教师当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斗志的职业。 为人师者，可以豁
达，但不能无所谓；可以看淡名利，但不能无欲无求；可以不悲
不喜，但不能冷漠无情。 新时代新气象，空谈“佛性”，真不如撸
起袖子加油干！

椒言辣评

主持人：杨雨晴

余娅怎么看

@读者马全和 自古以来都是师不高弟子拙，有什么样的
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佛系”主张豁达不争、不悲不喜、看
淡一切，教师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了，学生还能血气方刚吗？
青年人应该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面对强势不低头，面对弱势
不轻狂，跌入低谷不气馁，攀上巅峰不高傲。 有“路见不平一声
吼”的勇气，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人生准则，才能在内
进退有方，在外忍让有则，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力军”。

@浙江省淳安县睿达实验学校刘云海 笔者觉得“佛系教
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现在不少教师动不动就责骂、体罚学
生，对学校、教育部门乃至社会牢骚满腹，其实就是缺乏师德
的表现，急功近利心理在作祟。“佛系教师”淡泊名利，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坚守教育，静心教书，善待每一个学生，对学校
安排的各种工作任劳任怨， 这样的态度不仅有助于营造融洽
的学校氛围，也能让学生感受到和谐的校风、教风。 因此，在日
益浮躁的社会里，还真需要一些这样的“佛系教师”。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产张源 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
育积极入世的人才，而非修身养性的隐士。 教师的一言一行都
将直接影响班级孩子三观的形成，如果一个个教师均秉持“佛
系”心态，遇事但求安稳，凡事得过且过，如何能引领出一批努
力奋进、积极向上的学生？ 在笔者看来，面对塑造学生灵魂的
教育教学工作，教师宜以积极的态度，与时俱进，不断探索适
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以培育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的接班人为己任，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第二高级中学陈攀峰 存在即
合理。 当下社会，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大家整天
都在忙，仿佛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恨不得一天能有 48 个
小时。 由此，“佛系”生活可以说是当前快节奏高压力生活环境
下的一种备选。当你调整了心态后，会发现，咦？有些事情确实
会变得轻松一点，焦虑也有所缓解。 当然，“佛系”绝对不等同
于不作为，而是该干的事情干好后，再一切随缘。 从这个意义
上说，可以把“佛系教师”的生活状态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自
我心理减压。

教师也走“佛系”路线
新闻背景：都说这个时代焦虑，这两天，却火了一个一听就觉得平和的词———“佛系”。 比如，“佛系追星”，不混圈、不掐

架，专辑出了就砸钱；“佛系购物”，商品质量好，不写好评，商品质量差，不写差评；“佛系化妆”，涂了口红就是化妆；“佛系健
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豁达不争、不悲不喜、看淡一切的“佛系”活法一夜风行，就连教师队伍中也出现了“佛系
教师”。 （2017 年 12 月 26 日凤凰网）

拜孔子求考研通过

“教师强迫索礼”远不止道德问题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日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各地开考。 为保佑考试
顺利通过，山东农业大学的考生们把目光投向了校园里的孔子
雕塑，他们在孔子雕塑上摆满了各种吃的，密密麻麻连头上都
没有放过，苹果、橙子、薯片、饮料……琳琅满目，有人还给孔子
写了“求过关信”。

用一些方式适当地舒缓一下情绪， 是心灵必要的休憩，当
然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成为生活本身。 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
够代替脚踏实地的奋斗。

土土绒

空谈“佛性”不如
撸起袖子加油干

近日，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一名老师
被举报以“挂科”威胁学生为其购物。 针
对这一事件，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发表声
明称，已对涉事教师做出停职处理，涉事
教师现正接受调查， 学院还成立了调查
组对该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之后将依规
依纪做出严肃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及时
进行通报。 （2017 年 12 月 23 日新华社）

这名高校教师利用专业课教师的身
份， 将自己网上选好的物品以链接的形
式发给学生，让学生替他付款，还直接向
学生兜售物品， 学生如不同意购买就以

“挂科”和留级相威胁，这实际上是“教师
强迫索礼”。

当下，“教师强迫索礼” 在中小学校
也有发生。 比如，“抠搜的、死德性……要
你们这帮废物，你们咋那么没人性呢？ ”
2014 年 9 月，因教师节当天未收到礼物，

哈尔滨依兰县高级中学高二十七班班主
任冯群超在课堂上训了自己班学生整整
一堂课，这位教师当时满嘴脏话。 又如，
2014 年 9 月 11 日，有网友在无锡某论坛
发图爆料，一位老师在家长群中留言称：

“我斟酌了很久，要不要说，但是大家看
看对比，不是我们老师要家长买什么，大
家千万不要误会， 但是如果一个教师教
两个班，一对比，大家懂的。 ”

“教师强迫索礼” 远不止道德问题，
更是违纪违法问题。

2014 年 7 月，教育部发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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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价证券和支
付凭证等财物。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
六条：“对犯受贿罪的， 根据受贿所得数
额及情节， 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

规定处罚。 索贿的从重处罚。 ”可以说，
“教师强迫索礼”属违纪违法。

当然，“教师强迫索礼”也有“另类”
原因。 比如， 一些家长为让教师关照孩
子，主动送礼给教师，使别的一些教师心
理不平衡；社会上一些人“找熟人”送礼，
求“办事方便”，形成不健康的“送礼文
化”等。 可见，遏止“教师强迫索礼”，一方
面也要别忘“疏导”。 要加强教师教育，提
高教师自身修养，增强教师自律意识，以
解决教师“被迫收礼”问题。 另一方面还
要净化“生态”。 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四
风”治理力度，新闻媒体作好舆论宣传，
推动整个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我们每一
个人不做为不良社会风气推波助澜的事
情，而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让
社会风气变得更加清明美好而尽一己之
力。

“顶岗培训”和
“顶岗支教”值得提倡

邵阳市洞口县第七中学 谢建中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教体局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2018
年寒假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寒假期间，要确保每
名小学生每天有 1 小时以上的读书时间， 每名中学生每
天有 1.5 小时以上的读书时间。除此之外，还特意要求，每
名教师每天有 2 小时以上的读书时间。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
年年给学生布置寒假作业的老师， 现在也有了寒假

作业———每天至少阅读 2 小时。 不知一些老师做何感想
呢？ 确认无疑的是，教师需要阅读，需要浸润其中，来让自
己“腹有诗书气自华”。

教师需要阅读，来源于教师的职业要求。 一千多年前
的韩愈就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现代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在解释“师范” 一词时也说，“学高为师， 身正为
范”。 无论是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陶行知先生的

“学高为师”，都需要教师阅读，通过阅读来提升自身的素
质、水平。

教师需要阅读，来源于教师阅读的现状。 有媒体曾作
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相当多的老师表示课余时间很少
读书。 教师为什么不读书？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缺乏
时间。 过多的课时、备课以及众多的繁杂性事务，把教师
有限的时间几乎占尽。 但教师是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的传
承者，如果不能在阅读中汲取知识，提升自己，又怎么能
够传承文明呢，又怎么能保证自己给学生更多滋润呢？ 因
此，挤出一点时间来读书，应是教师的自觉要求；解放教
师，给教师更多的阅读时间，也是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努
力的方向。

教师需要阅读，在于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阅读的人生
是幸福的，在阅读中，通过与哲人、圣人对话，教师能够获
得更多的心灵启迪，也能让自己沐浴在平和安静之中。 读
书是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一种温
暖的生命体验，在阅读中，教师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教师需要阅读，还在于其对学生独特的作用。 教师要
求孩子们阅读，自己首先就得是一个阅读者，只有如此，
才能给学生起到示范作用。 更进一步来说， 教师只有阅
读，才能给孩子们推荐合适的书籍，指导和引领孩子们的
阅读，和他们共同探讨其中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孩子们的
阅读。

由此看来，教师需要“阅读”这门寒假作业。 但良好状
态的教师阅读，要从“作业”中走出来，变“要我读”为“我
要读”，从而真正让阅读成为教师幸福人生的一部分。

让“阅读”成为
教师的寒假作业

□ 关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