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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有偿补课和收礼 在职务评聘中落实师德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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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家长是如何看待老师收

礼和有偿补课的事呢？家长张女

士告诉记者，这个调查的结果比较

客观。幸好自己儿子所在的宝山区

一所实验学校，老师既不收礼也不

收补课费。“儿子小学四年级时候去

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家补习过，老

师都没收费，我曾经试图给老师补

课费，结果她们说，要收费她们就不

给孩子们补习了。主要是因为孩子

们爱学习，反正周末没啥事，给他们

集中辅导一节课的时间。”

张女士也从来不给老师送

礼，她认为老师待遇不错。自己

家里条件一般，大礼送不起，小礼

送了丢人。“我儿子在班级里属于

中不溜秋的，从来不惹是生非。

没必要送礼。我记得儿子小学二

年级教师节时，我们送过老师贺

卡，放学后，他告诉我贺卡被老师

退回来了，老师只收了有的同学

自己做的贺卡。之后我们就没动

过教师节给老师送贺卡的心。六

年级第一学期因为孩子上初中

了，我考虑应该表达一下对老师

的敬意，早晨上学路上，儿子说老

师喉咙疼，我就顺路买了两包润

喉糖，五元一包。润喉糖班主任

朱老师收下了，她很感动，觉得儿

子特别懂事，很细心。”“就我本人

来说，不喜欢送礼。我认为，人和

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若靠送礼

解决，那事情本身也变味道了。”

张女士认为。

另一位家长陈女士的孩子在

市区一所一级公立学校就读。对

于送礼这回事，她表示，“送礼这

个不是‘买路钱’，而是风气。如

果多数人在送礼的时候，你不送

就不正常。”

“现在这个情况比你们想象

的要严重。有的老师不是那么

在乎钱，也 许 考 虑 到 别 的 老 师

收 ，不 收 的 话 ，觉 得 家 长 会 不

放 心 。”陈 女 士 实话实说。不

过，她认为，有偿补课在公立小

学里比较少，听说在民办小学较

为普遍。

上海社科院专家杨雄认为，

目前在上海地区适用的规范中小

学教师行为和道德的文件存在致

命的缺点，即过于笼统和空泛，对

教师的具体行为缺乏指导性。试

想，寥寥三四百字如何能够清楚

规定教师应遵守的行为规范？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

细化教师行为规范，使教师在面

临具体情境时能够依照规定行

事。如针对教师对学生的性侵问

题，规定教师不得在封闭的空间

内单独和学生谈话，需要有其他

学生或教师在场等；针对教师收

受礼品和礼金的问题，规定教师

不得单独和学生家长谈话等等，

通过加强过程管理，防止相关师

德问题的发生。”

杨雄指出，虽然教育部规定要

将师德考核作为教师考核的核心

内容，建立师德考核档案，考核方

式采用教师个人自评、家长和学生

参与测评等方式。但是这种考核

方式事实上弹性很大，一方面学校

和教师可以找关系较好的学生和

家长参与测评，另一方面，学生和

家长考虑到教师的权威地位，即使

有问题也不敢轻易表露。“建议建

立和完善师德投诉平台，使学生和

家长在师德问题发生时能够及时

找到有效的投诉途径。投诉既可

以是实名，也可以是匿名，以免有

的学生和家长由于害怕教师的打

击报复而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使不

良师德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而继

续危害学生的健康成长。”

中小学教师职称
改革时间表公布
明年完成首次评审

记者7日在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上获悉，会议明确中小学教
师职称制度改革时间表，
2015 年 12 月底前，各省改
革实施方案报人力资源社
会 保 障 部 、教 育 部 审 批 ，
2016 年完成人员过渡和首
次评审，经过2年左右的努
力，实现常态化评审，新制度
完全入轨。

小学教师可评正高职称
“设置正高级职称，改变

过分强调论文、学历倾向，同
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价机
制，职称评审与岗位聘用相
结合。”8月26日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全面推开中小
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为基
础教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人社部、教育部近日印
发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出，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围绕健全制度体
系、拓展职业发展通道、完善
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形
成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
社会和业内认可为核心、覆
盖各类中小学教师的评价机
制，建立与事业单位岗位聘
用制度相衔接的职称制度。

在中小学教师中增设正
高级职称，是改革的一大亮
点和突破，也是一项大的政
策调整。人社部副部长张义
珍表示，各地要按照培养和
造就教育家的政策导向评价
好正高级教师，坚持高标准、
少而精，严格控制数量，确保
质量，树立中小学教师发展
标杆和楷模，发挥“传、帮、带”
作用，带动形成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中小学教师队伍。

按新标准806人获正高
据了解，2009年1月，经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同意，
山东省潍坊市、吉林省松原
市和陕西省宝鸡市开展了中
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
点。2011年9月，为进一步
积累经验，探索解决改革试
点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国务
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选择
2-3个地级市，开展中小学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扩大试点
工作。

据悉，扩大试点过程中，
329.3 万名中小学教师进行
了职称（职务）过渡，按照新
的评价标准和办法新晋升正
高级教师 806 名，高级教师
3.98万名。

据新华社电

生和高中生持负面评价的比例分
别为7.3%、10.8%和21%，随着年级
的增长，表示不满的比例呈现不断
增长的趋势。对于这一问题，受访
的几位家长均表示自己孩子所在
的学校不存在这一问题。

23.4%学生表示有体罚现象
但家长表示不知情

一般认为，体罚多数发生在农
村以及偏远地区，但是调查结果显
示，体罚现象仍然存在于上海的中
小学校中。有23.4%的中小学生表
示自己所在的学校有体罚学生的
现象，其中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
生选择的比例分别为24.3%、24.7%
和17.1%，非上海户籍和上海户籍
的选择比例分别为22.3%和27.4%。

有趣的是,尽管体罚学生的比
例接近四分之一，但此次受访的几
位家长表示，暂时没有发现有类似
的情况发生。张女士称，“儿子学
校没有体罚这回事。但老师有让
学生抄课文的情况存在，唯一的一
次被罚就是抄课文。他小学时，一
名同学上自习课乱讲话，全班连带
抄语文课文，儿子回家边抄边埋
怨。后来有几次数学课上有同学
犯错误，也是抄课文。不过，我听
说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可能有老
师罚学生的情况存在。”家长陈女
士则表示，没有体罚的情况发生。

上海中小学教师师德调查显示

超10%的学生家庭有过向教师送礼经历
[记者微调查]

家长：送礼情况有，有偿补课无

[专家建议]

细化教师行为规范 建立和完善师德投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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