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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高校研究生、博士生
喜欢称呼导师为老板。“导师和老板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在一个频道
上，我想必须正本清源，不能混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学生是一张白
纸，要树立正确的三观，这一点很重
要。医生是我的职业，我还是喜欢
别人叫我查医生。”谈起自己的从医
心得，查振刚认为，作为一名老师就
应该传道解惑，应该时常和学生交
流，了解学生的想法，及时给予建议
和帮助，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好提
升自我，而不是当一个老板，唯经济
效益论。

业内众所周知，查振刚对学生们
很严格，尤其强调，医生服务的对象

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所以医学生一定
要学会做事先做人，对病人有感情，
尊重病人、爱护病人。暨南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运动医学中心主任李劼若
说：“査老师对我们很严格，做手术、
打石膏他都亲自示范，并且把他的

‘查氏手法’传授给我们。”
“尽管目前医生面临着一些成

长的问题，但是只要咬定青山不放
松，要从心底觉得病人就是自己的
跷跷板，没有病人我就当不了医
生，而病人信任我，找我治疗，自己
才会有用武之地，当你感受到了其
中乐趣，就会对自己的事业产生巨
大的热情。”查振刚教授亲授对医
疗事业热情不减的秘诀给他的学

生，“只要抓住了以上几点，就会像
磁铁一样吸引病人，而病人的每一
句感激、鼓励的话，就会让你获得
巨大的动力，从而不断前进。”

严师出高徒，查振刚的高标
准、严要求让学生们快速成长。查
振刚教授培养了近百名海内外优
秀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刘宁、吴
昊、李劼若、张怀添等代表的学生
在医教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获得了广大患者信任。“给年轻
一代做坚强后盾，了解他们的需
求，同时我也呼吁政府多投入医
疗，给年轻医生更多的机会，让他
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攻克医学难
题。”查振刚教授说。

查振刚教授从教三十载：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身 为 世 范 ，为 人 师
表”。2021 年是查振刚教
授执教的第 30 个年头。
这30年来，查振刚教授在
临床上精益求精，不断精
进自己的医术。继 2009
年荣获中国医师奖后，在
2017年又获得全国医疗行
业目前最高的奖项——首
届“白求恩式好医生”荣
誉称号。作为教师，站上
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他对
学生更是谆谆教导：“没有
病人就没有医生，始终要
对病人有人文关怀，把病
人当亲人般对待，要始终
保持一颗医者仁心。”他的
言传身教影响着一批又一
批学生。

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暨南大学临床
医学研究院院长，骨
科疾病研究所所长，
骨科学科带头人。全
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首届中国医师奖、
白求恩式好医生奖获
得者。

查振刚教授出生于医学世
家。在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
他就考上了蚌埠医学院。这家医
学院并不简单，它是由原上海第二
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分迁一半与安徽医学院部分师资
合并而成，医学院里很多教授都是
国内顶级专家。“毕业时，我打算向
传染病方向发展，搞科研，攻克乙
肝这个难题。”查振刚说。他当时
踌躇满志，然而造化弄人，这个研
究方向在安徽池州地区医院被人
捷足先登。正当他心有不甘时，一
次偶然的机会，得到医院骨科主任
认可：“大个子，搞骨科好，就是你
了。”就这样，查振刚与骨科结下不
解之缘。

20 世纪 80 年代，祖国大地万
象更新，一派生机勃勃。工作两年

后的查振刚要考研究生，他的目标
是百年名校中山医科大学。1986
年，天资聪慧的他如愿以偿进入中
山医科大学，师从我国著名的骨科
专家，时任中山医教务长的何天祺
教授。“何老是我国第一批骨科硕士
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教授，治学严
谨，我的毕业论文他整整改了 40
天，有时候每天只改三句话，起承转
合、用词都要十分精准。”何老在医
学事业的追求、行为方式、表达方
式，思维习惯都对查振刚影响深远。

在读研期间，查振刚接触到了
最先进的关节镜技术，认识了“微
创”的意义。那个时候他就意识
到：“刀下留情、刀下留神，要不要
做手术，怎么做要考虑清楚；刀下
留精、刀下留金，精益求精，把最好
的医术和服务给病人”。

1989 年，查振刚毕业后
就职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广州华侨医院），当时
他就采用特色技术，不开刀
解决“冻结肩”的问题，在医
院引起了轰动。这也成了
他师从我国著名骨科专家、
一级教授邝公道的一块“敲
门砖”。

邝公道教授是国内知名
的骨科专家，早在1964年就
成功完成国内首例断腿再植
手术，被称为国内“断腿再植
第一人”，也被誉为“华南一
把刀”。在邝公道教授门下，
查振刚也逐渐成长为广东省
内最先开展髋关节表面置换
术治疗股骨头坏死、人工关
节治疗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

的临床研究的专家之一。
从以病人为中心出发，

满足患者的要求，他不断改
良手术方式，在十多年前就
曾经给一名13岁的陈旧性孟
氏骨折的患儿手术，小切口入
口，采用尺骨截骨矫形和局部
残存组织改良重建环状韧带
手术，获得良好效果。2001
年，查振刚接过了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骨科的重任。科
室团队在骨关节疾病的诊治、
人工关节置换、骨折创伤等方
面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如今，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
已发展为包括关节外科、脊柱
外科、创伤与显微外科、肢体
功能重建与矫形外科等多学
科交融的综合性科室。

多年来，查振刚坚持每天早半小
时上班，晚半小时下班，下班去看病
人的生活习惯。他说：“我一天看不
到病人，心里就不踏实。”他用自己的
辛勤付出，让病人心理上吃了一颗

“定心丸”。“在治疗的同时，医生要密
切关注病人情绪的变化，要把病人当
成亲人，让他们有一种家的感觉。”这
是查振刚与病人的沟通方式，被同事
们亲切地称为“亲情查房法”。

2014年，一名印尼华侨在医院
治疗，心情不佳，食欲不好。查振
刚让太太一连给她送了七天汤。
这位病人出院回国后，在印尼《国
际日报》上刊登了鸣谢广告：感谢
广州华侨医院查振刚。

“医患一家亲，本是一家人”，
这是查振刚教授时常挂在嘴边的
话。近年来，他大力推广亲情查
房，躬先表率带领团队医护人员把
病人当亲人。“有时去治愈、常常去
帮助、总是去安慰”，医学技术是有

限的，让病人和家属得到温暖和帮
助，这是医学工作者应该追求的境
界。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知识，还
要懂得历史、哲学、宗教知识，也要
讲人文素养，要自觉地把人放在最
重要的位置来看。

正因为查振刚教授对患者无
微不至的关怀，也赢得了患者的尊
重，不仅医院骨科科室里挂满了锦
旗，他个人也先后荣获中国医师
奖、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被授予“白求恩式好医生”、“岭
南名医”等称号。

查振刚教授2019级的学生董丘
说：“早在本科期间就曾听闻查教授

‘7日煲汤’的故事和‘亲情查房法’。
从此立志像查老师一样‘医生好好做，
好好做医生，做个好医生’，终于在两
年前有幸成为查教授的一名学生。跟
着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感触颇深，
如果我也能像査老师那样对待患者，
我的医生之路也算是入门了吧！”

我只愿当老师而非当“老板”“

医学世家，勤奋好学
师从名医，与骨结缘

从病人需求出发，以病人为中心
勇创新技术，改良传统手术方式

把患者当亲人，实现更好的人文关怀
首创亲情查房法，让患者暖心又安心

育树成林，桃李满天下
叫我医生，我不是老板

查振刚

查振刚教授（前排右起第三）在骨科进行临床教学

别报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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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真正想过的，是怎
样的教师节？

“教师节应该有教育的味
道。孩子们一个标准的队礼、
一句真诚的问候、一种认真的
态度、一份快乐的成长……都
是我们‘幸福的味道’。我们不
追 求 表 面 的 礼 节、客 套 的 话
语。家长们的一份尊重、一份
信任、一份理解、一次合作……
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华阳
小学副校长江赵梅表示，学校
向家长如此倡议。

家长不送礼，老师就会区
别对待孩子吗？答案是否定
的。江赵梅表示，老师会用爱
心尊重每一个孩子，用耐心相
信每一个孩子，用信心培养每
一个孩子，并请家长相信老师，
这是老师们应该做的。

广州某中学班主任郭老师
说：“学生表示敬意，我是不排
斥的。但这几年听到好多老师
被投诉的新闻，实在觉得如鲠
在喉。本来很温暖的一个节，
如今都说不清道不明。现在家

长送我礼物，我都好有心理负
担。”郭老师表示，与物质相比，
她更喜欢的是心意，“比如有学
生自创 rap（说唱）在课堂上表
演，有学生制作了视频，还有自
制电脑小游戏。这些礼物很有
趣，又不会让我有心理负担。”

对于家委会组织送礼，郭
老师并不赞成。“孩子们的心意
却被忽视了。”郭老师说，其实
尊师重道应该体现在日常点点
滴滴中，“我更看中的是，孩子
在与老师有不同意见或做错事
时，他们如何接受老师的批评、
教育？这些时刻更能体现孩子
是否真正尊重老师。”

文/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陈亮
图/视觉中国

教师节的甜蜜烦恼：
家长想“表示”
老师怕“惹事”

专家建议：信任老师，清晰政策，家委会少掺和

临近教师节，纠结的家
长不少。“十月中旬有比
赛，体育老师额外加班，真
挺辛苦的。教师节到了，真
想让老师感受到我们家长
的尊敬和谢意。”广州番禺
区某小学一位五年级学生
的家长张女士说，碍于教育
部门不准给老师送礼的规
定，自己十分纠结，“怕送
得不妥，给老师惹麻烦”。

有的家长反感送礼，又
怕其他家长“有想法”。番
禺区某私立小学学生家长
陈女士说，从 9 月 4 日起，
家委会就在筹备怎么给老
师 买 礼 物 。 每 个 家 长 收
300元，一共1.2万元，准备
在教师节当天给 4 位老师
各买248元的鲜花一束，并
让班上8位学生送上，群里
没人反对。“谁都怕被家委
会踢出群，这300元又不是
大钱，交吧交吧。”但陈女
士觉得，送花这种形式“不
走心”：“孩子大可以自己
制作卡片、手工作品送给老
师。自觉遵守学校纪律、认
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这
才是真正的尊师重教。”

有的家长赞成送礼，但
反感“摊派”。某公立小学
家长刘先生觉得，送不送、
送什么是个人的事。家委
会组织送礼，最后老师只记

住了家委会的人，其他人出
了 钱“ 连 个 响 儿 都 听 不
到”。

因为没有经验，孩子刚
入 学 的 家 长 尤 其 进 退 维
谷。“送吧，送什么礼物？什
么价位的？怎么送？不送
吧，要是其他家长都送了、
就自己没送，孩子到时候会
不会受影响？礼太薄了，老
师会不会觉得你小气？礼
厚了，算算也是不小的支
出。买了礼物，怎么拿给老
师？要是老师拒绝，该坚持
还是收回来？怎么知道她
（他）是客气客气，还是真心
实意地拒绝……”一年级家
长陆女士向羊城晚报记者
发出“灵魂连环拷问”。

一些有经验的家长则
淡定不少。“以前家委会组
织过给老师送水杯，都被老
师退回了。此后，全班家长
就没为教师节礼物焦虑过，
让孩子画张卡片、做个手工
小礼物送去，皆大欢喜。”
四年级家长江女士说。

海珠区某公立小学家
长宋先生觉得：“既然有这
个节日，全班同学集中送一
份小礼物，无可厚非。我一
般建议孩子做明信片或者
画画，不鼓励购买昂贵的礼
品，自己制作的才最珍贵、
最能表达心意。”

2014年 7月 8日，教育部
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
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
定》，针对少数教师利用职务之
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行为，
设立6条“红线”，其中规定，严
禁老师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
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
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
2018年，教育部发布《新时代
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其中第九条规定“不得索
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
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
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2021
年 7月开始，广东开展中小学
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问题专项整治……

虽然，近年来多有教师节
送礼不妥的相关新闻出现，但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政策
法规后，却发现找不到对“送
礼”的清晰定义。在现实生活
中，一年到头就这么个教师
节，家长想向老师表达谢意的
心情可以理解，可对“心意”
的分寸不好把握。规定说“禁
止收受礼品礼金”，如果一千
几百元的礼物算送礼，那几十

元的水果、鲜花算不算？如果
一束上百元的鲜花花束算送
礼，那一支鲜花算不算……

面对诸多问题，每逢佳
节，家长、老师都有些无所适
从、战战兢兢。初中班主任郭
老师表示：“为防止家长投
诉 ，相 关 部 门 往 往‘ 一 刀
切’。”记者了解到，日前，越
秀区教育局就发布通知，“针
对家长、学生自主或通过家委
会购买礼品赠送老师表达敬
意和关爱的现象，请各校各园
高度关注，教育引导本单位教
师严守师德规范，不得参与此
类行为，不得接受家长、学生
的各种礼品礼金。”

为了避嫌，不少学校专门
发布公开信，直接谢绝任何礼
物。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
规定，全体教师“不收家长任
何形式赠予的礼品（包括鲜
花、巧克力等），谢绝各种形
式的宴请”；广东实验中学荔
湾学校也敬告家长：“同学们
一声温暖的问候、一张灿烂的
笑脸、一次开心的进步、一张
亲手制作的卡片，都是最好的
教师节礼物。”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副院长刘涛认为，教师是一
种职业，严格意义上来说，家
长其实是“外人”，不需要家
长表达心意，家长也没有必要
表达心意。他主张，老师更好
地投入教学，就是老师对学生
的心意；学生好好读书，用更
好的成绩回报老师，也是学生
对老师的心意：“教育主管部
门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明确相
关红线标准和边界。”

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
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建议，要
摆正家委会的位置和功能。

“家委会最重要的功能是监督
学校办学，代表全体家长维护

学生的权利。但现实中的部
分家委会却异化为摆设、工具
或联谊会：不发挥作用，以家
委会名义做学校不便出面的
事，由有头有脸的家长做家委
会委员，搞好和校方的关系。”

他指出，由于家委会没有
发挥监督办学的基本作用，导致
家校关系并不平等，教师节送不
送礼变为家长的“囚徒困境”就
源于此。如果家委会发挥监督
作用，家长也就不用担心不送礼
会令孩子处于不利地位。如果
教师歧视某位学生，由家委会出
面向学校教师委员会反映，由教
师委员会调查处理，如此就可构
建起平等的家校关系。

老师
心声 心意就是礼物

日常更为重要

专家
辨析 师生才是主角

家委监督办学

法理
人情 怎样算是送礼

界定有点不易

教师节前夕，深圳一中学家委会在老师
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所有班级给老师买礼
物，当地教育局介入调查。虽然最终证实学校
和老师皆不知情，但这也反映出，在教师节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家长、老师都难免遇到这种“甜
蜜的烦恼”。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在9月10日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家长、老师、专
家，请他们聊聊曾遭遇到哪些“甜

蜜的烦恼”，以及如何正确面
对教师节。

不表示怕冷落
想表示怕犯错

家长
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