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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一年级
父母花式“求关注”
校方：老师更期待孩子的感谢和家长的信任

送与不送，到底有没有差异？

这心意，送与不送，到底有多大差别？ 一位家长坦
言，孩子上一年级时，为了让老师多照顾，她确实想方
设法给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送了礼物，“送红包被退回
来、送围巾也没收，最后我快递了一套护肤品直接寄到
办公室”。

一段时间后，她有意无意地问孩子，“语文、数学、
英语三科老师，哪个对你最好？ ”可孩子却认为老师对
他没什么差别“都挺好的”。 而这位家长细心观察发现，
因为孩子英语成绩比较好一些， 英语老师让他当了科
代表， 还让他代表班级参加英语演讲，“可我从来没给
这老师表示过心意呢”。

也有一些家长认为， 这种讨好老师的歪风必须抵
制。 在私企上班的陈晓健就坚持不送礼，她有一套自己
的理论，“送礼的钱，还不如拿去上课外辅导班呢！ 不用
求人，孩子成绩也不会差”。

“家长爱子心切的心情我能理解，但真的不愿意收
礼。 ”一位资深小学低年级班主任告诉记者，表面上似
乎家长主动示好与老师更亲近， 而实际上却让彼此的
关系更加微妙，甚至更加紧张，“如果老师收了礼物，影
响的是在家长和学生心中的师道尊严， 彼此之间从此
失去了信任”。

确实有一些家长， 一方面呼吁给所有孩子公平的
学习和成长环境， 另一方面又期待通过金钱或人情交
易对自己的孩子有所“偏爱”。 而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老
师都表示，绝不会因为家长送了礼或其他帮忙行为，就
格外优待某个学生。 而个别家长费时费心又费钱给老
师送了礼，最后却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回报，可能会
心有怨气，让老师、家长和学生之间产生隔阂，反而导
致负面效果。

而实际上， 即使有个别老师想因此对某个学生格
外“偏袒”，也并非易事。 采访中一些校长也表示，为了
杜绝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如今各个学校无论从选
拔班干部，还是评选三好生，都需要将学生的综合情况
全部公示并接受家长监督，“要想光靠送礼获得好处，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们建议家长和老师都能换位思考、相互理解、高
效沟通，形成家校共育的合力，让校园回归一片净土。
比起各种花式送礼，老师更期待的是孩子的一句感谢、
家长的一份信任。 (据新华网)

第一次松开牵引的手，目送孩子独自走进校门。 这对很多
父母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今日开学，从此便入江湖。 ”开学第一天，天津一位家长
在朋友圈晒出孩子的背影，配上如此评论。 话中深意自现，学
校无疑是大社会的小缩影，酸甜苦辣、人情世故，多多少少会
映射其中。

在孩子踏进社会的第一个脚印里， 写满了家长的焦虑和
不安。 他们渴望孩子能像在家一样被优待、受瞩目；他们更担
心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或“怠慢”，而让孩子受了委屈、待遇
不如人。 为了帮助孩子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家长们纷纷使出浑
身解数，力求在老师那里博好感、求关注。

不想送，又不敢不送

陈裕清的焦虑大抵源于此。 在单位从来都
不会讨好领导的她，如今整天都在绞尽脑汁地琢
磨一件事———送礼。

女儿今年上小学，前几天，她去开了人生中
第一个家长会。 在老师发下来的座次表上，她发
现孩子被安排在了最后一排，而且是单独一个人
坐。 瘦瘦的女儿孤零零坐在教室最后面的场景
时刻在她脑中浮现，“女儿胆子本来就小，眼睛又
有些散光，自己一个人坐最后一排一定害怕得不
行！”她鼓起勇气请老师给孩子换个靠前的位子，
可老师指着全班学生排成的队伍说，“你看，这孩
子确实个子最高啊！ ”

陈裕清无话可说，但又放心不下。 办公室里
一些“过来人”纷纷为她指点迷津，“得给老师表
示表示，起码多关注咱孩子啊！ ”可陈裕清记得，
那天走进孩子的学校大门，操场上大喇叭高声广
播几个“严禁”，其中一条她记得清楚———“严禁
家长给老师送任何现金或实物的礼物”。 听了她
的顾虑，另一个同事冷笑着插话道，“回头别人都
送就你不送，还不得给孩子小鞋穿啊！ ”

回家和老公一合计，她觉得这礼是必须得
送，“别让老师觉得咱不懂事！ ”可“送什么、怎
么送”成了摆在夫妻二人面前的大难题。 她申
请加入了几个小学生家长网上社区和微信群，
隐藏了实名后提问：“给小学老师送礼，该送什
么好？ ”

没多久，这个话题引起了群里的热烈讨论，
一位昵称是“花在笑”的网友给出了一个明确的
答案：“现在的市场价是每次 2000 元，每年至少
2 次。 ”陈裕清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群里不少家
长附和说，“送一次就要让老师记住，少了还不如
不送！ ”

还有 “好心人 ”提醒她 ，“也可以细心观察
老师喜欢背的包 、常戴的围巾等 ，从细节判断
老师的品牌喜好和消费水平 ， 送等价礼物也
可以。 ”还有人称，听说前些年，一所热门私立
小学就有土豪家长 “给语数外老师一人送了
一个 LV 包！ ”

陈裕清坦言自己并不想送， 可确实有所顾
虑，不敢不送。 她算了算，按照所谓的“官价”，一
年光给老师送礼就要花万元左右，“说实在话，对
像我这样每月收入不到 5000 元的工薪阶层来
说，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花式“求关注”，全是套路

事实上，“严禁教师违规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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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被列
入教育部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文件中严令禁

止的内容。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送礼也被明文禁止。 比如

“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响考试考核评价的
宴请，或是参加由学生或家长付费旅游健身休闲等娱
乐活动”“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生活用品社
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

一道道紧箍，已经为各种违规行为画出红线。 今
年 3 月，天津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严禁教师收受礼品礼金的通知》和《严禁教
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违
反规定者可直接开除。

然而严令之下，暗潮难平。 《重庆青年报》曾经就
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网络问卷调查。 从 1000 多份调查
样本中，能窥见大多数家长对该问题的心态：八成受
访者表示曾送过礼，其中超三成家长认为送礼是希望
老师能给自己的孩子更多关照， 仅有 15.6%的受访者
给老师送礼是想衷心表达对老师教书育人的谢意。

既然送红包和实物，容易引起注意，搞不好弄巧
成拙给老师找麻烦，家长们又私底下讨论各种“求关
注”的新攻略。

小学新生家长李琳琳注意到，从走进学校大门那
一刻开始，“电子眼”无处不在。 有校长坦言，一方面是
为了保证学生安全无死角， 另一方面也从技术上，让
送礼这类行为不再有“灰色地带”。 果真，她让孩子夹
在贺卡里的红包，被老师直接退回，并致电家长“以后
不要再有类似行为”。

尽管老师的语气有些责备， 但她心里很感动，更
希望能表达出自己的谢意，主动找老师要求承担起今
后全班 40 名学生复印卷子的任务。 这个点子源于儿
子当年幼儿园班里一位家长的做法， 一次班级活动，
那位妈妈给全班每个小朋友送了一身小礼服，获得了
老师多次表扬。

和身边以及网上各家长群的讨论后，李琳琳觉得
自己的“脑洞”还是不够大，有的家长主动提出为老师
的新家提供设计方案，有家长为老师提供名车试驾的
机会，有的还能帮老师在核心期刊上刊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