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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贤友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
究所发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中小学班主任多为主科教师，教学责
任和压力重大。全国范围内班主任津
贴的平均水平为 244.57 元，仅为教师
基本工资的 10.81%，与班主任群体的
期望津贴差距较大。研究发现，责任
重、压力大、待遇低是中小学班主任缺
少职业幸福感的主要原因。

班主任为何责任重、压力大？归
根结底是职责不明所致。可以说，班
主任职责就是一本“糊涂账”。

有人认为，班主任的工作职责随
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扩展和丰富，但
基本内容趋于稳定，主要集中在5个方
面：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
教育；组织和管理班集体，尤其是班级

的日常管理；与科任教师、家长和社区
沟通，形成教育合力；对学生进行操行
评定；关注学生的多方面发展。然而，
如此模糊不清的表述，不能界定清楚
班主任的职责。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
如此概括班主任工作，不无道理。班主任
除了固定的常规性工作，还有临时突发性
工作。虽然《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明
确规定，“班主任工作量按当地教师标准
课时工作量的一半计入教师基本工作
量”，但许多地方由于师资紧缺，并没有落
实，班主任工作只是“额外的负担”。

缺乏明确规定，使得班主任往往
代人受过。许多不该班主任做的事
情，他们要做，而且要踏踏实实做好；
许多不该班主任承担的责任，他们要

承担，而且要无条件承担。比如，学生
离校后没有回家，班主任要协助家长
寻找学生；再比如，学生在课堂与科任
教师产生矛盾，或不遵守课堂纪律，上
课教师理直气壮地把这些学生交给班
主任处理。由此可以看出，不管学生
在校内还是校外，课内还是课外，他们
的行为、安全等都要班主任负责，都要
承担相应责任。这样，不仅损害了班
主任的权益，不利于班主任的专业发
展，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因此，科学确定班主任的岗位职
责，给班主任工作松绑，解放班主任，
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提高
班主任岗位吸引力的重要前提。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安陆市紫金
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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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聘教师”的根子
还是编制
□李 磊

中国教师报 9月 21日第 3版发表
《“临聘教师”路在何方》一文，作者认
为，“临聘教师”问题的形成是城镇化
过程中政策缺位造成的结果，一些学
校大量聘用“临时教师”，是因为当地
政府没有严格落实教师补充长效机
制，造成一部分学校有编不补、长期缺
编。这看似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但
背后原因却是“教师结构性缺编”，按
照“总量控制”的原则，地方人事部门
在学校教师补充上顾虑重重，因为一
不小心就会犯“原则错误”。

有鉴于此，我认为“临聘教师”的
问题根源还是编制。

一方面，“一人一编”的教师管理
方式，虽然保障了教师队伍的稳定，但
也降低了教师队伍的活力，甚至“养”
了许多不称职教师。比如，许多“临聘
教师”教学能力非常强，师德也非常优
秀，学生喜欢，家长认可，远胜出一些
有编制的教师，可就是因为编制问题，
承受着被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有许
多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编制内教师，
却在编制的庇护下享受着体制内的福
利，这既是一种社会不公平，也不利于
教师素质的整体提升。

另一方面，教师编制问题本身不
是教育问题，而是人事问题。换言之，
学校教师编制补充或调配权在人事或
编制管理部门。理论上讲，在区域内
教师“总体超编”的情况下，学校教师

“多寡不均”问题可以通过教育主管部
门的内部调剂进行缓解。但实际上，
调剂过程需要人事或编办的严格审
核，教师不能随便调动。为什么不把
教师编制调配权下放给教育主管部
门？原因很简单，人事或编制部门如
果放弃“一人一编”的管理方式，意味
着部门权力将受到削弱。

其实，教师编制的僵化和不合理，
不仅滋生了“临聘教师”问题，而且还
难以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良性竞
争机制，影响了教师队伍素质和水平
的整体提升。改革教师编制管理迫在
眉睫，究竟如何改？可以从如下几方
面着手：

其一，放权。将教师编制管理由
人事或编制管理部门下放给教育主管
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摒弃过去的“一个
萝卜一个坑”的管理办法，按照国家规
定的师生比要求，核算区域内学校需
要的教职工编制总数，然后根据学校
实际将编制数下放到学校，由学校校
长自主聘任。

其二，让权。让学校自主办学没
有用人自主权，自主办学只能是一句
空话。在教师招聘上，根据上级教育
主管部门核定的教师编制总数，校长
依据学校实际需要聘用教师，对新聘
用的教师根据《劳动合同法》办理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等。

其三，确权。学校根据编制要求
聘用新教师后，需要上报教育主管部
门进行备案，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人
事、编办等部门对新聘用教师的学历
状况、教师资格等进行审核，审核合
格后由财政部门核发工资。对违反
组织纪律和法律规定招聘教师的校
长，要严肃追究责任，确保新进教师
胜任教学工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阿县教育局）

江苏省常州市朝阳中学校长殷涛
拒绝为成绩优异的女儿小升初择名
校，而是让女儿就近入学，就读自己所
在的外来务工子女占大多数的朝阳中
学，这让他承受了来自身边人的不少
压力，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作秀。最
近，殷涛的一篇文章《校长的孩子都去
择校了，谁会相信我的教育理想》又让
他成为“网红”，殷涛的做法获得了常
州市教育局的力挺和点赞。

在全民择校的大环境下，殷涛“拿
女儿的前途开玩笑”的做法确实值得钦
佩，朝阳中学的许多家长深受感染，纷
纷表示只要校长的女儿在，自己的孩子
也不转学。不少网友也力挺殷涛，“校
长把自己的女儿放在了‘家门口的学
校’，我又相信‘优质均衡’了”。主流媒
体同样予以高度肯定，认为此举具有示
范意义，有助于点醒“择校狂”家长，帮
助破解高烧不退的“择校热”。

点赞之余，有一个问题值得引发
进一步思考：殷涛的“网红”行为究竟
有多大说服力？能不能成为常态？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校长拒为
女儿择名校的行为并不具可复制性。
简而言之，校长的孩子可以有不择校

的“底气”，不是校长的孩子恐怕就不
敢轻率尝试。因为同样的“纠结”，普
通人与校长大不相同。

众所周知，好学校也有水平一般
的教师，薄弱学校同样有优秀教师。
而且，孩子学得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是否能得到教师的真心关爱与帮
助。校长的孩子就读于本校，无需校
长本人给出任何指示，必然会成为教
师关注的焦点，而普通人的孩子是否
能“雨露均沾”则是一个未知数。因
此，选择教师整体水平较高的名校，让
孩子不用通过“额外”关照就能获得良
好的教育，自然成为绝大多数家长的
首选。

事实上，即便完全不用担心孩子进
校就读之后是否会得到“关照”的殷涛，
做决定的那段时间，夜里也经常失眠，
最后是顶着各方压力，为了印证自己的
教育理想而作出了“表率”。试问，如果
不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教育者，会如
此抉择吗？校长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
有“后顾之忧”的普通人？

因此，校长拒为女儿择名校只是
个例而已，不宜过度拔高解读。要想
真的破除“择校热”，绝不能将希望寄

托于个别校长的“冲锋陷阵”上，必须
从推进教育公平的源头抓起，让学校
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发展，
尽可能满足学生和家长享受优质教育
的需求。

当然，学校特色发展和教育均衡
的推进需要一个过程，在“择校热”一
时难以有效缓解的情形下，切不可停
留于一味抨击的僵化思维。换个角度
看，“择校热”并非洪水猛兽，也在有力
地倒逼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关键在于
如何切实转变观念，顺势引导家长理
性择校。

其实，许多家长的选择存在很大的
盲目性，这不仅助推了“择校热”，而且
还耽误了孩子。举例而言，那些本来应
该适合接受职业教育或普通高中教育
的孩子，由于种种原因，家长千方百计
地将之挤进重点高中，结果在班级学习
成绩总是稳居末尾，在长期而且无解的
巨大压力下，轻则自暴自弃，重则逼出
心理问题……这种因为择校而悔不当
初的家长和孩子，我就遇到过不少。但
可悲的是，依然还有不少家长前赴后继
犯着类似的错误，岂不哀哉！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二中）

入党时，要宣读入党誓词；入伍时，
要宣读入伍誓词；站在三尺讲台授课
时，同样需要宣读教师誓词。此前，贵
州、宁波、青岛、桂林等地曾制订过“教
师誓词”，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教
师宣誓制度。9 月 19 日，教育部公布

《人民教师誓词（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今后教师宣
誓将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独
特的校园文化。

教师誓词是一种心理暗示。心理暗
示，是通过使用一些潜意识能够理解、接
受的语言或行为，帮助意识达成愿望或
启动行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向是由自我
意识决定的。任何时候都不要给自己负
面的心理暗示，因为它会迫使你放弃奋
斗的勇气和坚持付出的毅力。无论是学
习还是生活，教师都要努力锻造积极的
心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思想是
行动的先导。在新教师入职、新学期开
学或重大场合宣读教师誓词，会让教师
深切体会这一职业的光荣与责任，增强
广大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做“四有”教师，恪尽职守，
教书育人。

教师誓词是一种约束规范。宣誓是
一种郑重的承诺，是十分庄严的仪式，通
过这种庄重而严肃的仪式，向大家表达
宣誓人的精神状态，表白其内心的诉求，
从而震撼其心灵，纯洁其精神。宣誓意
味着要履行诺言，对教师本人是一种有
力的约束与鞭策。因为宣誓是在一个公
共场合举行的仪式，是向公众袒露内心
的壮举，因而需要接受大家的监督，需要
勇气和胆识，以证明自己坚守信仰，遵守
诺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教师誓词是一种文化引领。教师宣
誓其实是一种文化，誓词是文化的一个
载体，与制度有关，只有形成制度性文化
氛围，成为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制度才能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宣誓场面
壮观感人，气氛庄重和谐，是一种特殊的
文化力量，能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全体师
生的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对每个人起
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引领作用。

青春的誓言高昂雄浑，那是教师心
中豪迈的激情；铿锵的宣誓铮铮有声，那
是教师勇往直前的号角。教师誓词，魅
力无穷！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中学）

禹天建/绘

同事在微信中向我抱怨：“孩子的
作业太多了，差不多每晚都要做到午
夜，苦不堪言！上周末，仅英语一科就
布置了 8张试卷，简直把孩子逼疯了。”
我让同事的孩子把课程表和作息时间
表传给我看。每周 47 节课，平均每天
差不多 10 节课，怎么安排？看到作息
时间表，我明白了——早晨7点10分就
上课了，洗漱、吃喝加上路途的时间，意
味着 6 点不到就要起床。上午和下午
各 5 节课，17 点 45 分放学。在秋季，这
个时间已经夜色弥漫了。

这个孩子读九年级，今年才 14岁，
却过着如此悲苦的生活。为人父母怎
么会不心疼？许多人感叹：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可孩子却越来越苦，这究竟
是哪门子的事！不少家长都觉得孩子
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但自己又成了
帮凶——我们似乎都被绑架了，无可
奈何！

学校说，家长要成绩，而成绩需要
花时间“磨”出来。但教育主管部门
严禁周末补课和上晚自习，只能把学
生的 5 天在校时间最大化使用。学生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等，真的无暇兼
顾。更何况，如果我们不去占用学生
的时间，家长也会送他们去课外辅导
班补课。

家长说，连重点高中都考不上，再
好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素养又有何用！
既没有社会背景，又没有经济基础，只
能靠自己奋斗。竞争激烈，学习确实很
艰苦，可又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社会现
实！熬一熬，辛苦干几年，幸福一辈子，
也值！

教师说，合格率、优秀率、最高分、

平均分，很冷漠也很残酷，可奖惩考核
都与之息息相关。同样做三年，凭借这
些，有的人名利双收，有的人灰头土
脸。不就是成绩吗？做教师的谁不会
那一套：压呗！最原始、最直接、最冷酷
的方法就是挤占时间。

几年前，有一个教物理的年轻同
事，在带我们班级的时候很卖力，班
级物理成绩也不错。他采取的方法是
在晚自习的时候，做一套试卷讲一套
试卷，三个小时就这样耗尽，学生有
其他作业也只能回家挑灯夜战。他一
直为此而自豪，当时作为班主任的我
就对他说，等有了孩子，可能你就不
会这样做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教育改革的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已经
好转？可今天看到这张课程表的时候，
我才发现，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是
人人学会了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
确实挺让人心寒的。

我与一位前辈交流的时候，他很困
惑：初中的那些知识，需要花那么多时
间去解决吗？是的，就那么一些知识却
耗费了我们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国
家课程标准每周只有 4课时，学校自行
增加到 9课时，这么多时间还不能解决
问题，还要拼命布置作业。这究竟是我
们缺少化难为易、以简驭繁的能力，还
是我们的教育观念保守落后，深陷重复
操练、高耗低效的怪圈？目前，许多学
校在压缩课程学习时间，把一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用来让学生备战中高考。这
样的做法完全扭曲了学校教育，更遑论
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了。

摆脱眼前的困境，需要顶层设计的

创新与变革、管理制度的跟进与落实。
只是，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眼前更迫
切也更实际的就是普通教育者的转变，
这包括能力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教
师负担重，压力大，待遇偏低，这些都是

不争的事实，但与孩子的成长相比，我
们是不是还可以做点什么？想想看，如
果班上的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我们是
不是会更用心一些？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含山县第二中学）

面对学生的苦，怎能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