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高考仅一个月了， 往年此时谢师宴预订已
经进入高峰的京城各大餐馆， 今年却未接到谢师
宴的订单， 取而代之的是同学之间的 “毕业散伙
饭”。 北京某中学高三年级班长，从今年 4 月份就
开始筹备班级谢师宴，结果却遭到班内 20 多名同
学的抵制。 不少同学说：“现在这个年代还组织谢
师宴，太老套了。 ”

谢师宴为何让位给散伙饭？
我曾经就谢师宴话题写了一篇随笔———《高中

了，心花如何怒放》，其中，我问道：“鲜花应该送给谁？
谢师最重要的是心意还是排场？ ”师恩岂是一顿饭就
“谢”得完？能否让师生关系回归原点，“离校不离师”，
常和老师聊聊，聊成长，聊成功，聊欢乐，聊烦恼？ 一
声真诚的感谢，一封手写的信函，一次促膝的长谈，
一生绵绵的牵挂，都远比“谢师宴”更让人回味。

谢师宴与散伙饭，表面上都是吃饭，其本质却
有天壤之别。谢师宴重点在“谢”，往往由家长出面
承办， 将老师置于宴会的主角， 其他人都成为配
角，其实家长是孩子学习过程中最操心、最忙碌的
人，老师们都说教育孩子其实是一件“分内的事”，
现在作风建设抓得很紧，“如果哪家媒体看见老师
参加了高价谢师宴，再给曝光一下，老师也没法干
了”。 散伙饭的重点在于“散”字，大家都置于平等
的位置，聊聊同窗好友的珍贵记忆，表达对校园生
活的一份留恋。老师们可以参加，但不再像谢师宴
那样被抬上高高的神坛供着，那样的话，老师不自
在，其他人也不自在。

谢师宴让位给散伙饭， 其实是现代意义上的
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理性回归。不过，我担心的
是， 部分学校的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本身有些异
化，谢师宴遇冷成为师生关系变冷的风向标，这是
值得警惕的。

君不见，不少教师总是一再嗟叹人心不古，说
学生不听话、不够尊敬老师了。 我试着反问一句，
学生凭什么要尊敬老师？ 是因为我们法定的教师
身份，还是因为我们曾经为他们多上了几堂课？多
布置了几道作业？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不少教师
在倚老卖老，缺少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想
准备， 无力也无意编织现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的
情感纽带。

谢师宴本来是一种鸡肋式的宴会， 有与没有
都不必太过在意。真正危险的是功利心，是背离了
“亲其师、信其道”而后“重其教”的原则，让师生关

系异化为谋食者与被谋食者的关系、 压迫者与被
压迫者的关系。

汪国真 20 多年前为一部校园电视剧写过一
首主题歌， 歌词是这样的：“有片草地， 我们都走
过；有朵小花，我们都记着；有个愿望，我们都曾有
过；有段往事，我们都珍藏着。 有过追求，有过失
落；有过平坦，有过挫折。 我们曾有过，许多许多，
还有一支春天的歌。 ”

育人的意义永远应该是第一位的， 我们真正缺
少的是一支春天的歌。 让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永远成
为珍藏的往事吧，一片草地，一朵小花，都那么动人
心弦；一段追求，一段挫折，都那么引人回忆。 在这样
的校园里，教师才真正拥有师道意义上的尊严。

还是原来那句话： 师恩绝对不是一顿饭谢得
完的。最好的感谢师恩是“离校不离师”，像毛泽东
惦念徐特立、 鲁迅惦念藤野先生那样， 常回校看
看，然后将老师的教诲变成一生不离不弃的珍宝，
带着回忆，带着梦想上路，让母校成为一辈子挥之
不去的精神依恋。

谢师宴为何让位给散伙饭

□ 陈复兴纵横谈

提到医生，我们脑子里会浮现出身穿白大褂，冷
静从容并专业的医生形象；提到律师，我们脑子里会
浮现出港剧中穿着黑色律师袍， 睿智而富有逻辑感
的律师形象；提到商人，我们脑子里会浮现出西装革
履、器宇轩昂、运筹帷幄的商人形象；提到教师，我们
脑子里会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最近我去成都学习，顺便去拜访初中同学。 20 多
年未见，我们刚聊了两句，她就毫不留情地说：“哎呀，
你怎么说话那么像老师啊！ ”我说：“唉，是啊，我尽量努
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老师，但没办法，身在其中只
能这样。 ”然后我问，“那到底老师是啥样啊？ ”她说，“就
是那种眼神、说话的语气，挺像老师的，我大学同学也
是老师，跟你一个样。 ”到最后，她也没说出这个让她讨
厌的老师样是什么，我只好自己揣测，但我至少知道我
们绝不是“高大上”的。

其实， 我和一些教师在 QQ 群里有过对教师形
象的讨论，但都是“当局者迷”。 我记得当时说了 4 个
字———道貌岸然。难道不是吗？我们回忆一下古今中
外的电视剧和电影里的教师形象， 从 《十六岁的花
季》到《万岁高三二》，从《地球上的星星》到《死亡诗
社》，从《学校》到《小孩不笨》，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
中都是一个“另类”的好老师被一群“道貌岸然”的庸
师陪衬出来。 这些庸师一个个正襟危坐， 严厉而古

板，对上级谄媚，对学生恐吓。 一旦有学生说了真话，
他们就暴跳如雷，当然他们也常常被学生捉弄。 这时
会出现一个理想中的好老师，有点搞笑，有点不同寻
常，通常有点小绝活可以让学生服气。 虽说影视剧仅
仅是艺术创作，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句“艺术是来源于
生活的”， 从我闺蜜那毫不掩饰的表情也能看出来，
非教师群体对教师的形象期望值也并不高， 在他们
眼中，很多教师就像影视剧里的庸师一样。 这种看法
是对我们的污蔑吗？

放下外表不说， 也许我们在学生面前端架子端
惯了，一时难以放下，那么再看看我们引以为豪的所
谓专业素养吧。 我前一阵子曾混迹于一个家长教师
学生混合的 QQ 群，聊的主要是教育问题。一些家长
会提出自己的困惑，一些人也会支招，所以群里总是
很热闹。

如果我们做个这样的实验， 假设一个家长问了
一句“我家孩子高二了，突然厌学怎么办？ ”这时候你
会看到三种回答。 第一种，“不要着急，孩子都会有这
样的一个过程，只要家长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孩子
就会有进步的，加油！ ”我称其为鸡汤型。提供这种答
案的老师基本上跟电视上大师的水平差不多， 无论
什么病，我都包治好，只要听我的。 如果孩子不好，那
是你耐心和爱心还不够。 第二种，“你要再盯紧一点，

马上高三了，这时候落下太危险了。 不行给找个家教
补一补吧。 ”跟第一种相比，这种教师还算是给了点
实战经验，出了些具体的招儿，已经到了赤脚医生的
水平。 但是仍然不是个合格的教师，因为属于啥病都
开青霉素的那种。 第三种，“最近家里有没有发生什
么事情？孩子有没有恋爱倾向？突然厌学是否导致了
成绩下降？ 开始成绩是多少，现在是多少？ 孩子是某
一科厌学还是整体厌学？ 你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是
什么？ 孩子有没有换老师的情况……”很明显，这是
一个真正具备专业素养的教师问出来的问题， 这叫
先诊断再治疗。

当然， 并不是说会问这样问题的教师一定能解
决问题，但最起码这样的教师是有诊断意识的，是合
格的教师。 就好像我们去医院，医生会先问你怎么不
舒服，几天了，什么症状，都做了哪些处理等，这是一
个基本常识。 可惜我们很多老师并不具备这种常识。
我看到的回答第一二类居多， 使我常常分不出哪些
是老师，哪些是没有教育培训背景的家长。

类似的实验可以不停地做，不停地验证，你看能
做出第三种回应的老师会占到百分之几？

教师的形象什么样，估计看到这里，很多人会心
里有个数。 但如何改变教师的形象，是值得每个人思
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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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人

教师的形象
□ 代佳琦

教师在教室里的可为之处，就在于重建你的教
室，让教室像家一样温馨、自由、安全，让学生在教室
里有“在家之感”；重建你的教学，在你的课堂上实施
非主导性教学，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我的课堂我做
主”；重建你的情绪，让你每天的积极情绪成为学生学
习的重要资源；重建爱的表达，做好耐心的等待者，静
待花开，做好平等的爱的传递者，以爱育爱。

当教室里遭遇“不安全”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独立观察（24）

有时候，我觉得教育是如此简单，简单到只要有
爱就可以了。

前不久到吉林白山采访， 我和我的同事走进了
长白山脚下一个只有 5 名学生和 1 位教师的教学点。
你可以用你全部的想象力来想象这所学校的简陋。
而比校舍简陋更具挑战性的是， 教室里每天发生的
复式教学。 5 名学生分属于学前、 二年级和三年级 3
个学段， 一位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却依然坚守的女教
师实施着再简单不过的教学。 孩子们的学业成绩没
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但
是，在这不好不坏的成绩背后，有我们深深感动的孩
子们的“幸福童年”。 孩子们的幸福就写在他们的脸
上和眼神里。

随着采访的深入， 我们渐渐破译了孩子们的幸
福密码。 那就是女教师孙东坤对他们像妈妈一样的
爱———每天上午 9 点，孙老师会生火给他们烤从家里
带来的鸡蛋和馒头； 在学习上， 无论是课上还是课
下，总是大的帮扶小的；每到课下，孙老师与他们一
起玩耍、做游戏，其乐融融，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每周
一，孙老师带领他们认真地升国旗，唱国歌……

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我发现爱、耐心、自由、快
乐可以如此轻松地实现。 就孙老师的课堂教学而言，
也许没有多少教学技巧和教学艺术，但是从 5 个孩子
的眼神里，我们分明看到了开心、愉悦和自由。 当我
们第一次走进教室， 他们的眼神里没有看到陌生人
时所流露的胆怯和距离感。 我想孩子们从孙老师那
里享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滋养， 那就是孙老师给他们
无条件的爱。 在这间教室里，因为有爱的环境，他们
的心理和情绪自然安全，孩子们的生命自由而舒展。
这正是教育的秘密所在。

我们也常常看到与此相反的现象。 在硬件环境
很好的学校， 校长和教师习惯性地用优质生源的稀
少来解释着教学质量不高的原因； 教师拼命研究教
学的技巧和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却丢失课
堂最大的底色———爱； 课堂上高高举起的小手始终
引不起教师的关注，于是，那个高高举起的小手渐渐
降低高度，直到失望地成为课堂的边缘人；当学生没
有回答出教师想要的答案，教师的不表态、不评价所
传递出的负面情绪，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伤害。

你发现了吗？ 为什么学生在课下那么释放、开
心，而一旦走进教室，就开始习惯性地保持沉默？ 为
什么有时候换一个教师上课， 平时不爱发言的学生
便打开了话匣子？ 为什么我们总是鼓励学生勇敢地
站起来回答问题，却不能让学生体面地坐下来？ 你的
课堂上是否有不经意间的言语暴力？ 你的教室里是
否有不安全的笑声和不安全的眼神？ 当你的教室里
遭遇“不安全”，你的教学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其实，沉默不是孩子的性格，沉默是在不安全的
教室文化里自然生长出的一种负面情绪。 其实，爱的
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教师有意无意所表达的冷
漠比恨更具破坏力。 正是教室里的这种不安全不断
加剧着我们教学和教育的失败。

马斯洛的五大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分为
5 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隶属需求、尊重
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只有当生理及安全两种需求满
足之后，更高一层的需求才能相继产生。 只有在心理
安全的教室里，在免于威胁的师生交流中，学习才会
自然发生。

如果说课堂是教学的腹地， 那么教室则是教育
的腹地。 撬动教学质量的支点在课堂，撬动教育质量
的支点在教室。 教师在教室里的可为之处，就在于重
建你的教室，让教室像家一样温馨、自由、安全，让学
生在教室里有“在家之感”；重建你的教学，在你的课
堂上实施非主导性教学， 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我
的课堂我做主”；重建你的情绪，让你每天的积极情
绪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重建爱的表达，做好耐
心的等待者，静待花开，做好平等的爱的传递者，以
爱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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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为师之道，批判基础上建设；
广角镜：以社会万象反观中国教育；
校园目睹之现（怪）状：如题，重在描述，

可以不议；
纵横谈： 对中国教育问题较为宏观的

阐述；
有此一说：虽有偏颇，不无道理；
一吐为快：看到就说，直抒胸臆；
局内人：记录自己身为教师的无奈。

为武大校长
给学生道歉点赞

据《文汇报》报道，本月 15 日，武汉大学下达通
知称， 月底之前对 2011 级至 2013 级本科生进行学
分制学费结算， 未按时缴费的学生不能获得下学期
注册和选课资格。 按此规定，多数本科生欠费，个别
欠费甚至高达万元，短期内很难缴清，不少学生批评
学校“乱收费”，质疑学校缺钱。 17 日 0 点 57 分 15
秒， 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院士在武大校内 BBS 上用
个人账号发出题为 《学分制收费改革的争议———校
长的吐槽》的帖子，向学生致歉，并承诺予以改进。

大学校长给学生道歉， 这在我国的确是非常鲜
见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副部级的武大校长李晓红
的举动感到非常新鲜。 于是乎，不仅武大自己的师生
和校友围观、热议这个道歉的帖子，许多校外人士和
媒体也纷纷予以关注。

对于这次武大学分制学费结算改革掀起的巨大
风波， 李晓红校长首先想到的是学校工作不足的问
题，而不是学生矫情、凡事爱吐槽的问题。 因此，他反
思道，“很好的一项制度改革， 为什么会引起同学们
的强烈质疑和不满”，并进而说，“直接原因是没有向
同学们解释清楚这项改革的意义……操作程序上也
考虑不周全，要同学们在 10 天之内结算完几年的学
分费用要求太苛刻。 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没有把‘一
切为了学生， 为了一切学生’ 这一要义时刻放在心
上！ ”客观上来看，李晓红校长这样的反思是非常真
诚的、到位的、深刻的，也应该是令人满意的。

大学的工作出了问题，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引发
校内舆情的沸腾，作为一校之长，肯定是难辞其咎的。
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校长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及时出
面，首先真诚道歉，接着说明、解释事情的缘由，分析其
中症结之所在，并提出改进办法。 由此观之，李晓红校
长公开道歉的举动，不仅明智，而且值得点赞和推广。

进一步来说， 大学校长道歉应该逐渐成为一种常
态。工作有错误、失误或不到位，总是在所难免的。比如，
教授、研究人员的研究违反了学术伦理，教职工的言行
举止违反了师德规范和法律法规，校方、部门或院系所
的工作引发不满。 所有的这些，校长按理都应该代表校
方郑重道歉，及时化解不良舆情。 这样做并不是没面子
的表现，而是负责和勇敢的表现。勇于承担责任，知错就
改，是很重要的美德和品质。如果死要面子，硬撑着就是
不道歉，只能加剧不满，使工作进一步陷入被动。

由此想到， 我们的大学校长应该进一步解放思
想，切实转变观念，把道歉视为常态，而不是非常态，
并勇于公开道歉。 这对于推动大学改革，意义深远。

□ 胡乐乐时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