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节 



古代有教师节，真正的教师节可以追溯到汉代。

到了汉代，“学校”的实体已经产生了。汉、

晋时期，每年孔子诞辰日（农历8月27日）这天，

皇帝都要率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 

不仅如此，皇帝还要邀请“老师们”入宫。大

家一同会餐，吃好喝好，席间还可以吟诗享乐。

在皇帝的带头作用下，各地官府也纷纷效仿。

因此，“教师节”这天，除了祭奠孔子，也要

“置休经师”、“授束修（干肉）”。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虽没有确立孔子诞辰日

为教师节，但教师已开始享受节日休假、会餐、

发福利待遇了。 

 

中国古代教师节 



说到古代教师节的来历，古代的大小节日，对于教师来说都是“教师节”！在

特定的节令，或者一学年开始或结束，或者学塾开办或关闭的时候，学生往往

会向塾师送银钱或礼物，这被称为“节仪”。 

  古代的启蒙学塾分为私塾、家塾、义塾三种类型，在家塾中，老师的收入

大致包括束修、膳食、节敬三部分。在每年特定的节令，或者一学年开始或结

束、学塾开办或关闭的时候，东家往往会向塾师致送银钱或礼物，这称之为

“节敬”。而有一些私塾，明文规定节敬和膳食都包括在束修之内，在节令时

也就不再另行致送；还有一些私塾，平时并不向塾师支付束修，而在节令时支

付。 

  节令的确定，主要依照我国传统的节日。如果说“小节日”型的“非正式

教师节”有点多，那么“正式教师节”就比较容易让人记住了--在很多地方，

“教师节”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三节”是指端午节、中秋节、年节，“两

寿”则是指孔子诞辰日和塾师生日。 

  在所有的节敬中，贽敬或贽见之仪是最基本的。贽敬或贽见之仪是拜见之

赀，也就是学生第一次进学拜见老师敬呈的礼物，一些地方俗称“拜见”。节

令或塾师生日时可以不送礼，但第一次进学从师，贽见礼是必不可少的。学童

第一天入塾，按传统习俗，先向孔子神位跪下磕头，后跪拜塾师，并献上“贽

敬”。 

 

中国古代教师节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

月10日定为我国的教师节。其实早在1932年，民国政府曾规定6月6日为教

师节，解放后废除了6月6日的教师节，改用“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

节，但教师没有单独活动，没有特点。而将教师节定在9月10日是考虑到全

国大、中、小学新学年开始，学校要有新的气象。新生入学开始，既尊师重

教，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1985年9月10日，是

中国恢复建立第一个教师节，从此以后老师便有了自己的节日。 

中国教师节9月10日 



为纪念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颁《关于教师地位的建

议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将10月5日定为世界教师节。 

世界教师节10月5日 



1.中国的教师节是最有人情味 

2.葡萄牙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教师节的国家 

3.俄罗斯一些学校为了让老师们得以休息，学生在当天可以自主上课 

4.德国老师收到的每一项礼物都会拿出来让学生看，老师收到礼物后还得写       感谢信 

5.泰国的教师节，会给全体师生放假，在各地举行庆祝仪式，给退休和刚参加工作的老师献花，表达

感谢 

6.美国：教师节又叫“谢师周”收礼“规矩”不超5美元 

7.印度：教师节叫庆祝日 高年级给低年级同学上课 

8.朝鲜：教师在社会服务中享受优待  

各国教师节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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