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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一声声“老师”的称呼已超越校园界限，广泛渗透于职场及各式社

交领域。这似乎成了两个陌生人之间表达敬意的方式，与昔日“师傅”的称呼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这是“老师”一词在实用语境中的延伸，也映射出尊师重道这一中华传统美德的深远影响。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老师”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前，倒是不妨先煞风

景地谈谈什么样的老师不受学生欢迎。“那职业性的冷漠强硬、居高临下、盛气凌人、颐指气使、

唯我独大、不容置喙……所有这些，都能使我不由自主地忆起过往的某个片段——我做班主任

时，不也这副德行吗？”2020年，13岁的“钟美美”因模仿老师的短视频走红网络，河北省特级教

师张丽钧对此表示感激，认为“美美”为她提供了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视频中略带情绪的人

物速写，仿佛一夜之间触动了大众的集体回忆，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儿时的某位老师。

不可否认，这类老师在老一辈家长心中是相对完美的存在，象征着资深与权威，家长依赖

他们深厚的学识及管理学习纪律的能力。如今，昔日的学生成长为新一代的家长，其教育观

念、对老师的看法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得益于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老师的形象不再

单一，他们难以再被简单地归类，每位老师都独具特色，甚至各有各的“奇葩”。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记·学记》早已点明了老师的育人方向。感谢这个时代，不

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也让老师更深层次地思考自己该如何改变教育手段，让孩子

更好地去吸收知识。最值得感谢的还是千千万万的老师，是你们在这个时代各展所长，在自己

职业生涯甚至人生各个时间段发光发热，让孩子们更多地接受教育的光谱。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在此向所有的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文/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制图/贾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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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厚达70厘米的积雪，来到充

满北欧风情的极光小镇，乘坐童话般

的雪国列车，登上白雪皑皑的勃朗大

本营，从雪道之巅飞驰而下，在雪面上

留下一道道绚丽的弧线……今夏，在

太阳炙烤气温不断攀升的同时，上海

的某个角落却在悄悄堆雪造雪，这个

周末，市民游客翘首以待的世界最大

室内滑雪场终于在临港开门迎客。在

带领大家“一秒穿越冬夏”的同时，“冷”

冰雪也正在成为上海的“热”运动。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