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焦点 A11

月饼票太多让人吐
彭先生的女儿刚刚到一所民办学校上小学一年级，他和老师

也不太熟悉，想想正好教师节、中秋节“碰头”，机会来了，总该有
所表示，无非是想让老师多关照关照自己的孩子。“想想现在和我
们小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寄张贺卡、送本挂历就算是送礼。前
些年听朋友说，中秋节送老师月饼票，结果网上说老师收到的月
饼票多得都要吐出来了。”不过，他最后还是决定送点月饼票，表
表心意就足够了。

自己经营着一家连锁超市的顾先生收入颇丰，即将到来的教
师节和中秋节是女儿刚升入初中遇到的第一个“大日子”。顾先
生在阳澄湖畔有一栋2层独幢别墅，除了自己度假休闲外，平日都
是交给专业的代理公司管理出租。作为业主，每年他都会得到免
费的入住券，所以他打算送上旺季一周的入住券给女儿的老师，
既体面又不会太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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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老师到日本玩玩
在其他家长正盘算送卡送月饼票的

时候，家长竺先生却有自己的打算：“我
准备组织一次国庆出境游，邀请女儿的3
位主课老师出去玩玩。”旅行的目的地决
定选在日本，因为女儿的老师都是女教
师，日本又是著名的购物天堂，老师们肯
定会喜欢，而且去日本旅游签证办起来
不算难，十一长假去玩玩正好。

“为什么要请老师去旅游呢？”记者问
竺先生。“因为我把老师当作朋友一样，请
朋友出去玩一次合情合理。”同日本有业
务往来的竺先生说，学校的几位老师一直
都对自己的孩子挺好，以前还常常帮孩子
义务补习功课，自己也没有好好谢过。“因
此想借旅行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感谢，顺便
路途中多联络一下感情。”

许多家长纷纷感叹，如今只有“出
奇”方能“制胜”，旅游就是其中比较特
别的一种，记者曾听到家长议论，近的
请老师到江浙走走，远的去新疆看看玩
玩，现在又发展到了出境游。

“我本来并不打算给老师送礼，可是在网
上看到家长都在谈论给这个老师送点啥，那
个老师送点啥，心里就特别紧张。”谈到送礼，
家长张先生多少有点无奈：“孩子妈妈每天晚
上都跟我吹风，说开完家长会的时候，爸爸妈
妈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怎么跟老师‘表示表
示’。”夫妻俩最后决定还是要“出手”，可是一

定要瞒住孩子，怕他在学校跟同学比。
家长王先生做事则比较隐蔽，送礼从来

不亲自出马，只是把礼券、购物卡夹在信封
里，跟孩子说“把信交给老师”。“其实，我心里
也蛮害怕的，一怕孩子发现里面是什么，会对
他有不好的影响，也怕老师发现，当场退还给
他，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很没面子。”

教师节和中秋节正好“碰头”

上海有家长送老师“出境游”
网上晒出了送礼清单：面包券、超市卡、交通卡、购物卡应有尽有

无论对送礼知情不知情，这种攀比之风真正受害的都是孩子

送给老师的教师节礼品清
单中竟然出现“日本游”！今年
的教师节和中秋节恰好“碰头”，
让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
提早“大作”，网上“晾晒”的礼
品花样百出，让人瞠目结舌。

法律界人士坦言，虽然去年
开始已经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但是老师收礼在法律上
界定有一定难度。著名教育家
于漪明确表态，此风不可长，个
别“害群之马”的行为将使教师
的尊严受到侵蚀，纯洁的师生关
系被异化为金钱关系。

另辟蹊径

替老师家装修房子
家长陶先生是一家装潢公司的老

总，说起话来也是财大气粗。自己的女
儿今年正逢上初三，陶先生决定要准备
份大礼给老师，让班主任老师能对自己
的女儿在学习、提干、推优等方面给予

“关照”。
偶然得知孩子班主任刚买了房子

准备装修。因为陶先生是做这一行
的，“所以我想索性就让公司下面的
工程队帮老师装修算了。”陶先生说，
恐怕老师不接受，自己准备先不说赠
送而说先帮忙装修，等到完工后老师
不想接受也不行了。

送老师一只宠物狗
在一家礼品在一家礼品公司任职的吴女士则公司任职的吴女士则

观察更加观察更加细致、细致、“创意无限”。对于今年“创意无限”。对于今年
的教师节礼物，的教师节礼物，她半年前已经“胸有成她半年前已经“胸有成
竹”竹”———狗宝宝。—狗宝宝。原来在一次家访中原来在一次家访中，，
老师对自己家中调皮老师对自己家中调皮的狗宝贝阿雪爱的狗宝贝阿雪爱
不释手，还和自己开不释手，还和自己开玩笑说“送她一玩笑说“送她一
个”。虽言者无意，但她听者有心，今年个”。虽言者无意，但她听者有心，今年
55月份，阿雪生了月份，阿雪生了 44个狗宝宝，她特意挑个狗宝宝，她特意挑
了个最漂亮的、据说身价过万的狗宝宝了个最漂亮的、据说身价过万的狗宝宝
留了下来。“明年儿子就要升入小学了，留了下来。“明年儿子就要升入小学了，
孩子年纪小，希望老师多照顾照顾。”孩子年纪小，希望老师多照顾照顾。”

互相攀比推高行情
不过，送礼在部分家长看来是一种“比拼”。开学才几天，某知名

育儿论坛上，关于给老师送礼的帖子已经有四五个，每个帖子都有接
近400次的点击量和30多条的回复。有好事的家长还专门发了个“教
师节送礼调查”的帖子，引起热烈反响。反正是匿名，许多家长大方地

“晾晒”自己准备送出的礼品清单：面包券、超市卡、交通卡、购物卡应
有尽有。然而，在这其中，月饼票竟被认为是不上档次的。一位家长
说：“家长给老师送礼就像给自己孩子报兴趣班一样，都是比着来的，
唯恐落后了。”

家长程先生坦言，自己从来没给孩子的老师送过礼，可是耳朵里
听到的送礼故事却不少。开始的时候还动摇过，有家长私下劝他“稍
微意思意思，否则显得你孩子很特别，老师可能会有看法。”可后来仔
细想想：“那么多老师，如果个个要送，还要送与众不同的东西，送都送
不起，索性不送了。”

【家长说】 送不送都紧张

【老师说】

而一位小学班主任则告诉记者，有时候
做老师的也很为难。“家长总是说，一点小意
思，你不收下就是不给我面子，以后没办法
打交道了。”这位老师常常为了有些家长送
的礼物发愁很久：“现在的家长送礼也是一
套一套的，有人还专门在网上传授经验。我

们想退给家长吧，家长就拉下脸来，退给孩
子吧，怕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她
一般都会变通一下，比如给孩子买上点礼
物，以做游戏或上课提问的方式“还”掉。在
许多家长和老师的嘴里，送礼和收礼已经成
为“身不由己”的无奈之举。

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个别家
长出手阔绰，送礼价值令人咂舌，那个别家长
赠送和老师收受巨额礼品的行为是否已经构
成了法律上的行贿、受贿罪？

上海中远蓝天律师事务所岳文辉律师告
诉记者，从刑法上来说，已有“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一说。

从行为主体来说，教师应该属于非国家
工作人员范畴。但对于是否能够界定成为受
贿罪，岳律师表示主客观要件都不具备，从法
律上界定有一定难度。

也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法律法规应根据
社会现实情况及时跟进、改变。愈演愈烈的
教师收礼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

著名教育家、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认为，师
生之间的友谊是纯洁的、高尚的。老师肩负
着育人的历史使命，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是
他的责任，而不能以此来“要”一些东西。

也许部分家长送礼的所谓出发点也是为
了孩子，但是想通过金钱来“买”特殊待遇是

完全错误的。更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是，整
个家长送礼给老师的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
是孩子，他们的心灵会受到伤害，品德上也会
沾染不良风气，对教育的理解也会出现偏差
和歪曲，发展到最后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

据《新闻晨报》

【法律人士】 应受法律约束

【教育专家】 受害的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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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度春风化绸缪，
几番秋雨洗鸿沟。
黑发积霜织日月，
粉笔无言写春秋。
蚕丝吐尽春未老，
烛泪成灰秋更稠。
春播桃李三千圃，
秋来硕果满神州。

正如有的老师所说，一句感谢的
话，就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我们也提
前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