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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送礼风为何难刹住
一些家长表示“送了没个完，不送没个底”

杜绝“微腐败”，让家校良性互动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校

园送礼风反映出一些学校家

校关系出现异化， 也暴露出
师德师风建设的短板。 应坚
持堵疏结合， 一方面加强教
师师德师风建设； 另一方面
积极引导家长转变观念，重
建良性互动的家校关系。

南昌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梁波等认为， 当前对教师的
考核主要在资格考试、 绩效
评价等方面， 多注重专业知
识， 对师德师风方面考核不
足。 教育部门应将师德师风
评价纳入教师资格准入、职
称评定、职务晋升、奖惩考核
之中， 建立师德考核负面清
单制度， 对发现和查处的违
法违纪问题， 加大通报曝光
和惩处力度，对“师腐”行为
采取“零容忍”态度。

黑龙江省教育厅提出 ，
从 2019 年春季学期开学，至
2020 年秋季寒假结束，专门
针对在职教师收受学生及家

长礼品礼金， 参加由学生及
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
休闲等，组织或变相组织、参
与有偿补课等行为， 面向全
省教育系统开展“微腐败”专

项整治行动。
“对收礼、有偿补课的教

师， 发现违规行为后不主动
配合的校长，一律严肃处理，
情节严重的要开除或免职。”
哈尔滨市教育局负责人介

绍，要切实解决群众不满意、
社会反映强烈的师德师风突

出问题，让每位教师知准则、
有敬畏、守底线。

“红包里装着家长满满
的焦虑和期许。 ”一些受访专
家建议， 通过设立家长学校、
家长课堂等方式，加大面向家
长的培训力度，引导家长树立
科学、先进的教育理念，正确
处理师生关系、家校关系。 同
时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让反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共
同打造“老师舒心、学生开心、
家长放心”的家校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

授王水雄认为，送礼风在“名
校”表现突出，其背后反映的
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得到更多

的教育资源。 归根结底，只有
加大教育资源投入，让优质教
育资源不再是稀缺品，才能给
家长的“爱子心切”降降温。

（据新华网）

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家长送礼、老师收礼的
现象仍难禁止，且送礼风在一些“名校”更为突出，一些家长送礼数额一次从数
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某些家长表示“送了没个完，不送没个底”。

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家校关系， 已经成为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一道必答
题。受访专家建议，应尽快引导家长转变观念，缓解教育焦虑情绪，同时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加大对“师腐”惩治力度，为孩子营造风清气正的成长环境。

送礼收礼，屡禁难止
对于师德师风建设， 各地

教育部门一直保持关注， 并采
取多种措施惩戒违规行为。

去年 8 月至 12 月，黑龙江
省开展师德师风集中专项整治

行动，针对有偿补课、收受家长
礼品礼金等行为 ， 共查处 43
人， 其中包含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问题 2 起。

去年 11 月，哈尔滨市将师
德师风建设列入年度考核，实
行“一票否决”，并成立师德师
风专项检查组。

一些地区还组织面向新入

职教师的培训， 以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

尽管如此，仍有家长反映，
送礼、收礼之风屡禁难止。一些
家长告诉半月谈记者， 他们每
年至少给老师送礼两三次，包
括教师节、妇女节（恰逢学期开
学）和春节前后，每次金额从数
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有家长称平常也要时不时

向老师“表示”一下。除了红包，
家长还会送化妆品、 手机等礼

品， 还有家长给教师及家人报
团出国旅游。

一名家长说， 自己一次给
班主任 5000 元 ， “如果少了 ，
一是拿不出手 ， 二是起不到
作用 ，都是为了孩子 ，既然给
就给到位 ”。 另有家长表示 ：
“自己给老师送礼快送不起
了 ， 每年开学都得想着给老
师送红包 ，作为工薪阶层 ，一
个月工资只有三四千元， 再给
老师包个红包， 一个月的工资
就快没了。 ”

“一个给，大家都给；一年给，年年都给”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

送礼在一些“名校”较多，普通
学校则相对较少。 送礼导致家
长与老师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具

有功利性， 家长之间也进行攀
比，陷入一种“送了没个完，不
送没个底”的恶性循环。

给老师送礼之风为何难

刹？ 一些家长说，老师确实辛
苦 ，周末 、过节还要在群里解
答问题，送点礼表达下自己的
谢意 ；老师收了礼 ，就会对孩
子更上心， 能为孩子换取到更

多关照和锻炼的机会； 礼送得
越多，能为孩子换来的“实惠”
就越多。

“一个给，大家都给；一年
给，年年都给。 ”

一名家长说，“老师收礼，
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部分家长

‘惯’的，是把社会上的不良习
惯和行为模式带到了校园。 ”

还有家长表示， 在送礼问
题上， 有老师会向家长进行诱
导或暗示。 一名家长向半月谈
记者介绍， 儿子上学后受到老

师冷落， 他跟身边朋友交流后
分析认为， 很大可能是因为别
的家长都送礼了，而自己没送。
“家长给了钱，孩子在老师眼里
就会变成‘好孩子’；不给钱，孩
子就会时不时受到批评， 家长
也会接到老师的电话， 语气中
流露出对孩子的厌恶。 ”

更多家长表示自己属于

“跟风送礼”。“眼看着身边的家
长都送， 自己不送就担心孩子
吃亏。 ”一名家长说，给老师送
礼，就是为了“不被老师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