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董方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天，第30个教师节如约而至，这是属
于全国千万人民教师的节日，同样也是我们用感恩的情怀向老师们致敬的日子。

郑敬畴也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文化薪火相传，知

识赓续延绵，但若没有

为人师者，文明的火种

恐怕早就熄灭在人猿相

揖别的前夜了。

古今中外，人们都把教

师这一职业看得无比神圣，

称其为灵魂的工程师，因为

每个人都需要启蒙，都要从认识第

一个字母开始，由浅入深，走进知

识的殿堂。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第一步必

须由老师领进门，即便亚里士多德这样

的天才，也需要聆听柏拉图的教导。尽

管后来他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华夏文明史中，师者的地位更是尊

崇无比。所谓尊师重道，如果连老师都

不尊敬，重道就无从谈起了。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

也。但显然，这只是教师的基本面。

一位教师对他的学生的影响，很多时

候都是终生的，绝不仅仅是传道授业

解惑而已。

好的老师一如孔圣人，懂得因材施

教，懂得身体力行，对学生进行潜移默

化，以高尚的品行来影响学生。

一生中有幸得遇良师，如沐春风，

如饮甘醴。

今天，是老师的节日。三尺讲台之

上，那些曾经教会我们朗读与拼写，批

评过也表扬过我们的人，节日快乐！

粉笔画不出你的脸庞，直尺也衡量

不出我们之间的距离。无论岁月如何

改变，你永远是记忆中最美的样子。

今天，全世界都在纵情歌颂最美的

你，最美的职业。是你甘于寂寞、拥抱

平凡，对学生悉心培养，社会才源源不

断得到“新鲜血液”的补给。

是因为有了最美的你，文明之光才

依旧闪亮炽热。划时代的发明，令人叹

为观止的创造才得以持续萌生。

感谢你曾经付出那么多耐心，足以

令顽石点头；感谢你曾经的灯下阅卷，

世间最枯燥的事情之一，你居然能够做

到一丝不苟；感谢你的不曾放弃，对每

一位孩子都视若己出。

是的，在你眼中，学生就像永远也

长不大的孩子，即使有一天他离开校

园，踏入纷繁芜杂的社会，即使我们最

终也只能，一一相忘于江湖。

运动场上，百米赛跑运动员，在发令枪

响的一刹那，大家从躬着身，到用力猛蹬双

脚，都像离弓的箭一样冲出起跑线。然而，

这冲出的第一步，众人不尽相同。敏捷而

有技巧者，总能抢先也许不到1秒钟冲离

起跑线。而迟钝者，要稍作延缓才能迈出

第一步。前者若能夺得名次，即为赢在起

跑线上，后者往往要输在起跑线上。

现在人们把人生比喻成一场赛事，那

么幼儿时期便是这场赛事的起跑线。家长

都希望自己孩子在人生竞赛中能取胜。因

此，特别重视孩子在起跑线上的表现。如

何起跑呢？家长虽各有各的招数，但目的

却几乎是共同的并且只有一个：就是尽量

从小向孩子灌输知识，把小脑袋瓜灌得越

满填得越实越好。不信吗？请看新华社去

年从武汉发的电讯稿：《“最着急”妈妈为娃

报17班》。称：“武汉徐女士近年累计花费

近12万元，先后为5岁半的儿子（从半岁

开始——笔者注）报了17个培优班，因此

被称为‘最着急’家长。”

徐女士的“着急”，反映了家长在孩子

成长和教育问题上的焦虑、茫然不知所措，

甚至是惶惶然的无奈状态。于是，他们走

上了一条歧途：认为决定人一辈子生存状

况的是掌握知识的多寡，是学历与所毕业

学校的名气。换句话说，生存的优劣，绝对

与“考”字有关。只要能在升学考试中考高

分进名校，便可确保前程无量。这种“一考

定乾坤”论，实在是生存教育上一种危害极

大的误区。

下面是见诸媒体的高材生失败人生的
典型：

季建业，法学博士，原南京市市长，目

前因贪腐罪已成为阶下囚。

复旦大学一位学业上颇有造诣的研究

生林森浩毒杀了同住一室的另一位学业上

同样有造诣的研究生黄洋。

2014年2月11日《成都商报》载：八年

前，凉山某县理科状元刘宁以近650分的

高分，“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找

了几个工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以

后逐渐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汉”。

如果说前两例带有个案性质，那么第

三例就较具有普遍性了。这类人是我们失

败的教育造就的一批被社会边缘化了的

人。或者说，是我们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共

同造就的一批社会“多余的人”。这类人有

的精神极容易出问题，他们中有遁入空门

的，甚至有自杀的。

他们是人生起跑线上的胜利者吗？怎

么又蜕变成人生的失败者呢？不，他们不

是人生起跑线上的胜利者，虽然他们可能

从小聪慧过人，在人生的第一次文化知识

考试中，也可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正

是在这个时候，在人生起跑线上家长和社

会就为他们埋下了深刻的危机，让他们一

步步喜滋滋地走入人生的陷阱，最终导致

悲剧的发生。

须知，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第一要务

是要学会生存。我们生下来要能够平安、

健壮地成长，在人生起跑线上要学会和掌

握的生存本领多着呢！知识仅仅是众多重

要的生存本领中的一种。

如果说，人生有一条起跑线的话，除知

识外，在这条起跑线上竞技的还有下面诸

多项目。

第一，锻炼强健的体格。《知音·海外

版》曾刊载一篇文章，介绍“被誉为韩国首

席妈妈”的母亲全惠星，她先后将6个孩子

培养成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博士。这位

妈妈的“教子绝招”第一条是锻炼好孩子的

身体。

第二，培育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复旦投毒案”凶手林森浩

死刑。林森浩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2010级硕士研究生。他成绩优秀，高考以

780多分考取中山大学。在读研期间，发

表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被他毒杀的黄

洋，也是该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

林森浩毒杀室友也不是偶发的个案，

以前震惊社会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砍杀

多名室友藏尸案我们仍然记忆犹新。马加

爵成绩优异，曾获得省“三好学生”称号，是

一位当之无愧的高材生。这说明此类所谓

高材生都存在相同的心理健康问题。但在

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和学校都忙于抓

学业成绩，忽略了现实生活在他们心灵投

下的阴影。久而久之，伤口溃烂，以致酿成

大祸。——这是全社会的惨痛教训，是中

国式的教育败笔之一。

2013年11月28日《长沙晚报》就林森

浩投毒案发表一篇评论，说林森浩类犯罪，

是情感荒漠化和冷血化的结果。“这折射了

当下中国教育事业存在的软肋，太注重思

维，缺乏感情沟通，太注重分数，忽略了灵

魂和心理的成长；太注重与知识打交道，而

忽略了人际交往、社会探索；太注重竞争，

而忽略了相互呵护和尊重谦让；太注重自

我需求，而忽略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是中国教育甚至是整个社会该惊醒的

时候了。”

有一个社交网站叫“豆瓣”。据说，

有 7.7 万名成员在这个网站上构成了一

个活跃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

“父母皆祸害”。这是一群成年人在回忆

他们惨痛的童年生活。其中一位写道：

家庭作业中每出现一个错误，妈妈都会

打她，还当着邻居和同学面斥责他。剑

桥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生李萱写道，中

国所有学校都以这种“高压、功利和羞辱

性”的教育方式为基础。她在一篇文章

中谴责她就读的南京一所精英小学的老

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和尖声斥责，还把学

生的书包扔出窗外。她认为，这种“长期

的羞辱以及对自信的打击”带来了“伴随

一生的不安全感”。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在一切

价值序列中，人格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

如果师长管教孩子，动辄开口骂，举手打，

在不经意间践踏了孩子的人格尊严，那么，

这个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家长和老师要有一颗慈爱之心，要能

理解、宽容孩子，要诱导、帮助他们。家长

和老师要以身作则，自尊自爱，让他们从师

长身上学会尊重人，与人和善相处，对弱势

群体表现出应有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若能

如此，你的孩子在做人方面就赢在了起跑

线上。

第三，培养孩子管控自己的能力
孩子有些往往容易被大人忽略的习

惯，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比如：

嗜好某种食物或饮料，吃起来喝起来就欲

罢不能，两天见不到这些东西，其渴望程度

犹如烟民断烟一样难受。观赏动画片或玩

电脑游戏，能看得、玩得昏天黑地，可以不

吃饭不睡觉——作息无规则，吃饭、睡觉都

顺其自然以及做事随意、虎头蛇尾等。有

这些不良习惯，或称坏毛病，除影响健康

外，还反映孩子已经养成了一个更为严重

的问题：不能管控自己——尤其是面对诱

惑——如不加以很好地纠正，这样的孩子

肯定是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被称为“商界思想家”的万通控股董事

长冯仑有一部著作，叫《伟大是熬出来

的》。他认为，伟大不是体现在领导别人，

而是体现在管理自己上。冯仑认为，凡不

能管理好自己的人，便失去了领导别人的

资格和能力。所谓管理自己，其实就是自

律。自律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种重要的

品质。

自律是需要坚强的毅力的。所以能否

管理或管控好自己，其实要解决的是一个

毅力问题。

开启成功的钥匙，坏习惯则是一扇通

向失败敞开的门”。周先生接着指出，性格

决定命运，而性格是由先天的“性相近”和

后天的“习相远”两部分构成的，也就是由

人的共同“天性”和个体的后天“习惯养成”

构成的。因此，作为个体性格修炼的重点

应该放在养成好的习惯上。好习惯的养

成，并非是一件易事，它需要相当顽强的毅

力。而逐渐养成好的习惯，又是磨炼毅力

的最佳途径。

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一定会管控好自

己，一定会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功之人。

以上择其要列出除了知识，在人生

起跑线上还存有的其他比赛项目，有的

项目甚至比知识更重要。家长切不可等

闲视之，老师切不可等闲视之。此外，还

有许多比赛项目，像是否勤俭、是否惜

时、是否能与人和谐相处等，也都很重

要。家长和老师应帮助孩子稳住身子起

好步，便于在成长的跑道上方方面面都

跑出好成绩。

最美的你 献礼第30个教师节

回归尊师重教的本真

各式“花样”为教师庆祝节日

“我们那个年代对老师非常尊重，感

情表达也很朴实。”对于“70后”们而言，对

教师节的记忆更多的是对老师的崇敬。

“80后”记忆里，教师节通常是为老师

们献上一张贺卡，写满对老师的祝福。“六

年级的那个教师节，班主任老师收到了满

满一讲台的贺卡，记忆很深刻。”小车是地

道的“80后”，她告诉记者，她念小学的阶

段，教师节贺卡成为教师节的集体记忆。

而今年，记者发现，为教师庆祝节日

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不乏创意与

时代幽默感。“帮老师上头条”、北师大“脸

萌”软件晒萌师、微博互动为老师点赞

……当代学生用最简单直观的方式，让教

师节尊师重教的本义得以回归。

设立教师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全

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尚。我们对教师

最大的尊重，莫过于全社会对知识的重

视、对教育从业者的感恩、对园丁工作价

值的认可。

回归本真 尊师重教助力中国梦

振兴经济，繁荣文化，强国富民，兴工

强市，文明进步，都离不开教育。

如今，教师节的意义，更在于让学生

们懂得用优秀品德及良好学风去感激师

恩，更在于唤起全社会尊重教师，营造尊

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而对于该教师来说，

他们肩负着弘扬中国梦的崇高使命。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公平正义，

迫切需要培养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教师是核心价值观的带头践行者和最佳

传播者。优秀的教师不仅能够让学生成

才、成人，更能延续文明，走向崇高。

又一个值得铭记的教师节，致敬每一

位人民教师，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最

真挚的感恩之情送给你们！感谢每一位

曾经把满腔热血洒在教育沃土的教师们！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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