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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一中学禁女教师穿黑丝袜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支持女教师穿黑丝袜的，也有反对穿黑丝袜的。讨论的焦点也就放在了“教师着装”的问题上。
那么，对于教师着装，作为最有发言权的教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 庄华涛 策划 阮胜明 整理

教师着装谁做主

香山夜话

赞 同

建 议

禁穿黑丝袜是职业要求
□ 张立美

学校禁止女教师穿黑丝袜、 禁止喷浓烈的香水，
并不是乱作为，更不是在“看到白胳膊就想到大腿”陈
旧思想指导下的规定，而是对近年来一些青年教师在
礼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进行纠正，是对教师礼仪
的一种正确引导。

虽然说女教师的穿着属于私权范围， 是个人行
为，但是教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群体，其职业特
点决定了教师着装必须符合教师礼仪， 不能像其他
行业从业人员那样随意、自由。学校禁止女教师穿黑
丝袜，而且只是禁止教师在校园内穿黑丝袜，实质上
只是对教师职业礼仪的一种基本要求和约束。

众所周知，中小学对学生衣着要求比较严格，既
然学校禁止女学生穿黑丝袜等性感服装， 那么作为
教师就应当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从自身做起。 此外，
女教师穿黑丝袜等性感服装， 对于青春期的男学生
而言的确是一种可能存在的诱惑， 并不利于处在青
春期的学生健康成长。

（山东省蒙阴县高都镇洪沟联小）

教师何不着正装
□ 姚贺国

我认为教师应该跟学生一样有统一正装， 原因
有三。其一，出于同理心考虑，学生校服需要统一，为
什么教师就有豁免权， 尤其在推崇学生主体地位的
课改时期， 是否我们教师也应该顾全学生要求公平
的心理。 其二，出于晕轮效应考虑。 统一着正装的教
师一般来说会给人以一种精神面貌良好的感觉，容
易给学生留下比较正统又不失亲近的第一印象，对
于以后与学生搞好关系、 树立威信方面都能有所裨
益。 其三，出于教师自我要求心理的考虑。 教师也是
人，也有自己的展示欲望，但是统一正装并非剥夺了
教师的这一权利， 在特定场合和时机跟学生一起统
一正装，也是拉近师生关系的好时机，不仅可以在学
生面前维护良好形象，也能让教师产生责任感，不失
为一种良性的自我监督。

（浙江省杭州市滨兴学校）

还是统一好
□ 吕建斌

校园是承载着教育功能的特殊的场合， 教师的衣
着打扮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师
生们衣着和整个仪表在审美教育中起着相当大的作
用。 ”也就是说，教师着装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着装
本身就是教育的载体。

近日，韩国的一项“过度曝光法令”将正式生效，
规定女性不得穿着过于短小的迷你裙， 一旦被认定
为在公共场合“过度曝光”，将处以 5 万韩元的罚款。
对于明星和公众人物尚且如此， 穿着暴露当然就更
不应该是教师着装的应有之义。

许多人提议教师应有职业装，我认为这个提议
很好。 由于《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于着装要
求过于笼统，何为“得体”，会无所适从，所以教师着
装还是统一为好。 （甘肃省西和县教育局）

穿适当的服装
□ 安 杰

教师过度追求时髦的服装，会给学生的审美造
成错觉，尤其是女学生。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
美丽和帅气，都是源自内心的，而不是单纯靠衣着
装扮。

教师过度追求时髦的服装， 会给学生造成思想
上的错觉。他们可能会过多地关注教师的形体，而不
是知识，也会觉得教师很轻浮。

教师过度追求时髦的衣服， 会给孩子一个坏的
榜样。作为一个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美，什么
是肤浅，什么服装应该在什么场合穿。

教师爱美，本无可厚非，谁也没有权利对教师的
穿着指指点点，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适当的
时间、适当的场合穿适当的衣服。

（甘肃省会宁县白塬初级中学）

着装无小事
□ 于德明

就服装而言，它最根本的价值是使用价值，即遮
羞保暖， 而美观好看只是人们附加的一种审美追求
罢了，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美。 对于一个真正有修养
的人，他的气质、情趣和品位也并不是靠服饰显现出
来的，而是靠个人内在的知识修养、外在的行为来表
现的！ 朱时茂和陈佩斯曾演过小品 《主角和配角》
———剧中不管朱时茂穿什么衣服， 都是一副大义凛
然的正面形象， 而陈佩斯则只能是畏畏缩缩的反面
形象。 所以追求美，并不是要在穿着上别出心裁，而
是要把心思用在修心修身上， 通过提高自身修养来
增加人格魅力，展示人性最真最纯的美。

身处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受各种思潮的侵袭，
在着装方面， 我们很轻易就会产生 “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错觉，从而盲目跟风。 但作为教书育人的教师，
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着装符合师者的身份， 符合教
育工作的要求，符合审美的理念。

（河南省西峡县城区三小）

岂能一禁了之
□ 瞿明智

教师着装折射出的管理困惑，值得教育主管部
门，尤其是学校管理者深思。

就教师而言， 讲究着装不仅是对学生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对教师职业的敬重。 教师着装
还传递着学校的文化内涵，关系到教师群体的职业
形象，绝不能随心所欲。

就学校而言， 管理者应尽可能少些硬性规定，
多点软性引导。 在制度出台前，学校可以围绕教师
着装话题，广泛征求意见，倾听教师心声，通过舆论
引导让制度更加民主。 比如，通过举办教师礼仪修
养讲座，评选最美教师、最佳风采奖这些柔性活动，
引领教师穿出风采、穿出时尚，穿出个性。

就教育主管部门而言， 如何让冷冰冰的刚性
制度更富人情味，让居高临下的管理更加尊重人、
温暖人，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社会更加多元，人
们的个性也应得到更多的宽容与尊重。 教师追求
时尚并无任何不妥， 在穿着打扮上应享有充分的
自由。 强制性规定无疑是对教师个人生活方式的
一种干涉。 教育管理者既不要低估学生的判断力，
也不要低估被管理者的智商。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
于教师着装，我们没必要规定得太死，也没有必要
无限放大它的影响力。 如果对教师的服装规定过
细过滥，以一个管理者管理上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的心态去管理教师，反而是“不道德”的，更容易让
管理者陷入更为尴尬的困境， 同时也是公权力之
手伸得过长的表现。

由此可见，对于教师着装，绝不能简简单单一
禁了之。 （重庆市垫江县教育委员会）

为“黑丝袜”鸣冤
□ 凡春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女性？ 在我的认知
里，黑丝袜是现代女性衣橱里的必备单品，“性感”、
“诱惑”不能代表黑丝袜的全部。

教师，为人师表，着装确实需要讲究。 上台讲
课、舞台演出、参加宴会，简单的黑丝袜如果和其他
服饰搭配得比较合理的话，会让女性显得更加大方
得体。 自然，那些网状的、镶有花纹的、五颜六色的
黑丝袜，教师可以留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穿。

据调查显示， 学生并不太关注女教师的着装，
只是很反感女教师喷浓烈的香水和佩戴夸张的首
饰。 而对于具有一定理解力和分析力的中学生来
说，他们更关注女教师教学的能力。

女教师无辜，黑丝袜无罪。 请给教育一些自由，
给学校一些个性吧！

（安徽省阜阳市实验小学）

不能剥夺爱美之心
□ 吴玉辉

我们不能一味低估中学生的思想和智慧，更不
能把他们当成“洪水猛兽”，老从坏处想，处处提防，
生怕他们变坏，这样做，到最后只能适得其反。

中学生确实正处于青春期，在这个阶段，他们的
心理和身体都在发生着变化，他们的审美取向和能力
也在这个阶段初步形成。“装扮过于新潮，会给女孩子
不好的效仿榜样”，那么，什么才是她们的榜样？此前，
网上曾公布过世界各国中学生的校服对比，相比于日
本、法国、新加坡的赏心悦目，中国的校服被“吐槽”得
最厉害，属于最单一、最程式化、最不具备美感的，就
算跟民国时期比，也是差一大截，这是审美的倒退还
是进步？ 在我看来，适度的“新潮”更容易得到学生的
认可和亲近。

在我们湘西地区，苗族少女普遍有描眉、戴耳
环、穿戴银饰的习俗，每当盛大节日 、婚丧嫁娶或
者重大集会，她们都会盛装出行，这是自古以来爱
美之心的体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们不能剥
夺教师的爱美之心，同样，也不能剥夺学生的爱美
之心。 （湖南省凤凰县林峰中学）

不能乱贴标签
□ 范德洲

学校，是社会一个不可分隔也无法割裂的组成
部分，因而，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校园中的学
生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教师的黑丝袜就让学生
心猿意马，那么当他们走在大街上，面对层出不穷
的“暴露”装，会不会就要情绪失控了呢？ 正如许多
网友们评价的那样，一条黑丝袜都不敢面对，我们
还怎么去进行性教育？

因为职业的特点， 教师的着装应该有所讲究，
但我们大可不必乱贴标签，否则只能引发更多的口
水与“砖头”。 （安徽省芜湖县第二中学）

何必“掩耳盗铃”
□ 路 霞

此类有争议的教育规定并非先例。 比如，我们
统一学生的发型，要求发不及肩、刘海不过额。 但
总有学生“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起“头发革命”，以
各种“大胆”的发型抗争学校的独断专行 ，捍卫自
己追求美丽和个性自由的权利， 甚至发生留头不
要命的悲剧。

为什么诸如此类的校规总是卖力不讨好呢？ 显
然，以上校规符合制定者的价值判断，却不是执行
者的理想追求。 领导认为教师装扮过于新潮有碍观
瞻，学生却希望教师美丽时尚充满朝气。 教师认为

短发平头，避免学生爱慕虚荣、浪费光阴，但青春期
的学生却渴望用不同的发型张扬自己的个性。 教师
的价值判断得不到学生的认可，学生的理想追求得
不到教师的理解，校规的执行就缺少有力的支持。

我希望教师着装能体现时代发展的鲜明特征、
学校文明的教育内涵和教师良好的精神风貌，我更
希望校规在拟定之前，能够征询一下教师、学生的
意见，而不仅仅代表领导的意志。

（山东省平阴县教师进修学校）

美丽别打折
□ 王雪晴

我觉得，做校长的，要淡定。 不要学校出现了几
个着装出格的年轻女教师，就紧张得不得了。 其实，
只要私底下和她们打声招呼就行了。

我问过很多学生，他们说喜欢年轻会打扮的女
教师，也更愿意上她们的课。 这样的教师，很容易拉
近与学生的距离。 学生学习的兴趣高涨，教师的教
学效果当然更好。 女教师的年轻美丽，也成为了一
种教学方法和技巧，成为她们的天然优势。

所以说，校长应该鼓励女教师穿好，在不出格
的基础上，多多研究着装，美丽别打折。 别让女教师
被规定吓坏了，别让校园里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没有
了。 校长还可以在校园举办女教师着装大赛，让女
教师学会打扮自己。 至于担心学生会模仿，大可不
必，现在的学生各种奇装怪服，早已见怪不怪，比我
们还淡定，也许他们早就有一套自己穿衣打扮的方
法，教师的“奇装异服”还不值得学呢。

（江西省都昌县徐埠中学）

让校园靓起来
□ 牛福萍

对教师着装问题，我想学生也有发言权。 为此，
我在班级做了个小调查。 参与调查的学生有 29 名。
其中只有 1 人同意教师穿着统一的工作装，而持反
对意见的 28 名学生则认为， 穿统一的工作装会让
校园生活单调乏味， 显得教师年龄大没有活力，容
易导致心情烦躁。 甚至有的学生认为女教师穿西装
的话会给人以“男人”的感觉。 如果教师穿自己的衣
服，一是显得年轻美丽有个性，二是温柔时尚有魅
力，三是会显得与众不同。 由学生的观点不难看出，
现在孩子的欣赏水平、审美能力已今非昔比。

对教师穿着我与学生有着同感， 学校可以为教
师的衣装定一个基调，或是以沉稳庄重为主，或是以
活泼靓丽为主……总之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如以教
育理念、校园文化等实际情况为参考要素，制定出符
合本校特色的穿衣基调，至于样式、颜色则由教师自
己做主。 （吉林省图们市第一小学）

树立礼仪意识
□ 李芳馨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 一个人的穿着打扮 ，就
是他地位 、教养和阅历的标志 。 服饰除了实用的
功能、职级的功能，还有审美的功能。 一个人的服
饰，反映着个人的审美品位。什么叫作会穿？实际
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善于选择和搭配适合自己的
衣服。

仪表端庄、服饰得体的教师会树立人格魅力，对
学生产生强烈的向心力和感染力， 能更好地帮助教
师完成教学工作。 教师通过自己服饰仪表的示范，给
学生以美育的熏陶。 外表美和心灵美的和谐统一，是
当代教师塑造美好形象的职业需要和重要目标。 但
愿我们的教师能真正树立礼仪意识， 把礼仪教育当

作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
（河南省义马市教师进修学校）

让“美”做主
□ 王梅弘

教师着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文化，它不仅
关乎教师本身的审美及喜好，也会影响学生的认知
与情趣。 教师着装无须硬性“规定”，只需科学倡导。
让教师着装规范，只要“美”来做主。

“美”出社会质感来。 教师的服饰是一种无声的教
育语言，它能无声地流露出这个职业的特色风格与内在
品质。 吊带装、迷你裙，凉拖，都不适合出现在那“三尺”
讲台上。教师的身份无形中约束了教师的服饰，不怪异，

不妖艳，简约优雅、整洁端庄，给人落落大方之感即可。
“美”出自然风采来。 有些教师提倡要有职业服

装，从而提高教师的地位。 其实尊师重教不必体现
在服装上， 而且这样的统一往往是灰黑暗色调的，
缺乏变化而显得死板， 缺乏色彩而显得死气沉沉。
教师的服饰完全可以花红柳绿，万紫千红，多姿多
彩，给人以大自然的美感。

“美”出个性时尚来。 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的，
灵动的，张扬个性的。 教师的着装也理应如此，它能
彰显出一个人的审美内涵，流露出一个人的个性品
位。 教师的服装不可追赶潮流，但也不可没有时尚
元素。 试想，老气横秋的服饰，一成不变的“装扮”，
学生天天面对这样的教师，不会视觉疲劳吗？ 因此，
教师服饰应个性伴随“合体”，时尚携手“知性”。

（内蒙古通辽市保康一中）

反 对

第二届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
提供一套完整的“培生”方案

未来教育家太远？
但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做名当下梦想家，
先锋校长与梦同行…… 班主任：李炳亭

【研修特色】延续：小班研修、移动课堂、当堂作业、现场点评
创新：课程升级、高效课堂系统升级、高端对话形式升级

【招生对象】全国中小学校长、副校长
【咨询电话】010-82296739 15901226652 13051657752 欢迎来电，索取课程简章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