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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需划出明确边界
李育蒙

《话题》栏目

征稿启事

用好教育惩戒权，任重而道远
李洪嵩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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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以惩戒，非常有用
刘洪静

惩戒有尺度
教育有温度

现在的孩子难管，是不少家

长、教师的一句老生常谈。确实，

一些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上学

后，也会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

习惯带到学校，与学校的教学管

理要求格格不入，因而呈现出学

生难管的现象。

我们知道，学校、班级是一

个集体，在一个集体内，个体自

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要

在不损害其他成员的前提下才

能存在。我们要培养的孩子，当

然不是毫无自主意识的“小绵

羊”，但也需要具备集体主义观

念和遵纪守法意识。教育者应该

以鼓励、引导为主，但对于一些

屡教不改的孩子，在说服教育效

果不佳时，采取适度的惩戒也是

必要的。

教育惩戒，由来已久。过去

教书先生用戒尺打学生手心，就

是最常见的一种教育惩戒方式：

一是通过痛感，发挥警示作用；

二是在众多同窗的见证下，让受

罚者知耻，就此改过。近来，教育

部和地方出台相关征求意见稿

或条例草案，对中小学任课教师

实施教育惩戒的条件和手段，提

出了一些建议，让教育惩戒权再

次成为社会各界的热议话题。笔

者认为，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

规，把教育惩戒权明确地交到教

师手中，有利于学校更好地管

理、教育学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惩戒

权要在一定条件下实施，并被控

制在合理限度之内。对于教育惩

戒权，绝大多数家长是能够理解

和支持的，但惩戒的手段和力

度，常常是争议的核心。记得曾

有媒体报道，有教师在惩戒学生

的过程中方式过于粗暴，导致学

生受伤，进而引发家校矛盾。因

此，如何划定教育惩戒权的界

限，是需要谨慎考量的。同时，

惩戒的目的是教育，不是伤害，

这也对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个人

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

在惩戒过程中，切忌火冒三丈、

失去理智，对惩戒力度不加控

制，给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

总而言之，笔者觉得明确赋

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是值得肯定

的。但目前，对于教育主管部门和

广大教师来说，用好教育惩戒权，

让手中的“戒尺”符合现代教育的

理念和需要，是很难做到但又必

须去做的事，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不过笔者相信，通过积极的探索

和谨慎的推进，教育惩戒权的育

人作用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

同，也会有益于广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

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

官网发布《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笔

者注意到，相较于提交初审的草

案，删除了可对学生“罚站罚跑”

等条款，并将具体的惩戒规定下

放给学校主管部门。广东的这一

做法，是在全国率先用立法赋予

老师教育惩戒权的基础上，下放

了教育惩戒的“自主裁量权”。笔

者觉得，惩戒教育有其存在的必

要，但具体的实施方法、自由裁

量 的 分 寸 ，都 需 要 划 出 明 确

边界。

笔者身边有很多从事教师职

业的同学，在和他们交流过程

中，不少人反映，现在的学生自

主意识越来越强，甚至对低龄学

生的管理也越来越不容易。不同

于笔者上学时犯错罚站是“家常

便饭”的情形，现在反对体罚和

变相体罚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学生的权益也受到了越来越多

的保护。但同时，面对一些调皮

且不服管教的学生，老师却因不

敢管、不便管，而束缚了手脚。

在现实生活中，必要的教育

惩戒与变相体罚之间，边界确实

比较模糊。笔者的一些教师朋友

反映，因为怕“过界”，面对学生

的错误行为，老师通常只能靠

“嘴皮子”，但有时说服教育又起

不到多大效果，更有些教师因为

顾虑重重，在日常管理中索性选

择“懒政”，对难以管教者听之任

之。从社会上的一些案例来看，

没有适当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

的。惩戒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

是在学生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培

养他们的“规则意识”，并且让他

们知道不守规则的相应后果。

笔者认为，惩戒的着力点在于

“戒”，在于警示。很多家长把孩子

送到学校，都会特意请老师严格要

求、好好教育，这不光是家长对于

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视作是对孩子管理责任的

“临时让渡”，这种管理中理应包含

对“不听话”孩子的适当惩戒，因

此，从这一角度上说，教师的教育

惩戒权应得到相应保障。

但一方面，在保证教师有教

育惩戒权的同时，也要规避个别

教师滥用权力、使“教育惩戒”沦

为“变相体罚”的风险，因此，有

必要在惩戒和体罚之间做出更

为明确的规定，划出清晰的边

界：例如教师能够实施哪些惩

戒，实施到什么程度，哪些惩戒

手段要严格禁止等等，这样方有

可能改善“不敢管”或“管过头”

的现象，也才能既维护教师权

威，又保护学生合法权益。

近来，关于教师惩戒权的话题

受到了广泛讨论。作为一名学生家

长，我很支持相关规定的出台。正

所谓“严师出高徒”，充满爱的教育

绝不是溺爱，更不是“难得糊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师有责任也

有权利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

孩子犹如小树苗，在成长的

过程中难免“任性”生长，家长和

老师都有责任进行管教，纠正孩

子的错误。作为家长，除了科学合

理地实施家庭教育，更要配合好

学校教育。我觉得，家长把孩子送

到学校，就不能怕老师管，反而应

该担心老师不管。如果孩子犯了

错，比如违反了课堂纪律，老师就

应该大胆地管理，哪怕对孩子有

所惩戒，也是可以接受的。举一个

例子，我孩子上了初中以后，由于

课业加重，每天早出晚归，上晚辅

导班的话，回家就更晚，所以第二

天孩子就喜欢赖床，偶尔也有起

晚的时候，导致上学迟到。虽然事

出有因，但这毕竟违反了学校纪

律，于是受到了老师的小小惩戒：

连做 30 个深蹲，绕操场跑两圈，

或者承包当天的班级值日。孩子

心里有意见，回家来跟我抱怨老

师太严厉了，我倒是觉得这么做

很有必要，不严不足以为戒。受罚

两次后，孩子确实再也没迟到过。

这就是惩戒的作用——让孩子懂

得犯错就要付出代价，想要避免

受罚，就要遵守规范、严格要求

自己。

作为家委会成员，我参加过学

校的家校交流会，曾有校领导和资

深教师坦言，面对如今的学生，很

多时候老师想管却不敢管。原本属

于正常范畴内的约束和管教，却被

一些家长认为是“变相体罚”“故

意针对孩子”，更有甚者跑来质问

校方，要求学校处分相关教师。一

来二去，老师们心有顾虑，不敢放

手去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也有些老师索性不管了。但反过来

想想，老师放弃教育惩戒权，最终

受到损害的其实还是孩子。

试想，面对孩子的不当言行，

老师沉默不语，上完课就走人，这

样的情形，家长们能接受吗？我认

为，只要惩戒是合理的，对孩子成

长有益，为什么不能让老师放手

去做呢？而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

是不可能不管学生的，教师适当

使用教育惩戒手段的权力应该得

到保障。

现实中，确实教师队伍中也

存在师德师风较差者，对学生缺

乏耐心，采取侮辱、谩骂和体罚等

不当手段伤害学生身心，这样的

做法肯定是不可取的，也应受到

相应惩戒，情节严重者甚至应该

被清理出教师队伍。

总而言之，人性化的管理，因

材施教是首要原则，老师对待不

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但

无论鼓励、引导、说服还是惩戒，

前提都离不开一个爱字，只要心

中有爱，一切为了学生，就能为学

生和家长所接受，这样的老师也

一定会受到尊敬和爱戴。

近来，教育惩戒权

再次受到了广泛讨论。

多年来，随着现代教育

理念的发展和普及，快

乐教育深入人心，人们

对于教育惩戒措施的

看法也产生了较大分

歧。虽然合理的惩戒符

合 教 育 规 律 ，但 不 科

学、不规范的惩戒又确

实存在诸多不可控的

风险和隐患。

教育惩戒权的合理

运用，有利于老师更好

地进行教学管理和育

人，但教育惩戒权绝不

能沦为变相体罚权。惩

戒与体罚是两个不同

概念，惩戒本质上仍是

一种教育方式，其目的

是为了帮助学生戒除

不良行为，它强调了育

人的功能；而体罚是以

故意施加的身体或心

理上的压力来迫使学

生服软，自然易对学生

的身心造成伤害，也易

引 发 逆 反 ，加 剧 师 生

对立。

正如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司长吕玉刚曾表

示的，虽然提出惩戒权

是针对教师对学生不

敢管、不愿管的现象，

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

过度惩戒的行为，甚至

体罚学生，这也是不合

适、不应该的。”应该

说，体罚或变相体罚触

及了法律红线，这点也

是毋庸置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都禁止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并

明确要求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触

犯相关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行

政处分和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因此，教师体罚和变相体

罚学生既违背职业道德，更触犯法律

法规。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正确看待教育

惩戒权，赋予教师的合理管教学生的

“底气”。首先，应明确惩戒的范围和尺

度，让教师、家长都有把“尺子”去进行

衡量、判断。其次，有了教育惩戒权的老

师，心中更要有尺度，不可滥用惩戒措

施。当然，具体的情况还需具体判断，比

如惩戒的初衷是不是出于对学生的关

爱、保护，是不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健康

成长，是不是在理性状态下实施的，是

不是合乎现代教育规律，甚至存不存在

公报私仇等“反教育”因素等等。

总之，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不能

忘记惩戒的目的始终是教育。同时，全

社会应更加重视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职

业规范，提高教师群体的综合素质和个

人修养，培养更多更高水平的“灵魂工

程师”。

作为一名从教

30 多年的老教师，

这些年来，我曾目

睹过数起教师因惩

戒 学 生 而 引 发 的

“ 升 级 ”事 件 。比

如，一个老师因为

学生犯错，用书本

抽打了该生一下，

引发学生家长的强

烈不满，家长找到

学校，要求老师带

着学生到各个医院

做检查，并支付全

部费用。虽然检查

结果显示那一下抽

打并未对学生身体

造成任何伤害，但

这位老师却迫于种

种压力，不得不向

家长赔礼道歉。类

似的社会事件也时

有发生，于是一些

老师害怕了，抱定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心态。

当然，上述那

位老师的惩戒方式

并非全无可指摘之

处，但目前教育惩戒

权缺乏明确界定的

现状，确实导致了不

少老师不敢惩戒行

为不当的学生，也就

在客观上纵容了个

别学生——上课不

听讲、不完成作业，

甚至极个别特别顽

劣的学生最终成了

“班霸”“校霸”。比如前段时间，媒体

报道深圳一小学发生了整班学生家

长联名请求学校劝退一名学生的事

件，因为该班的47名学生中有45名

被该生打过。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之

一，就是老师们因为种种顾虑，不敢

对这位“班霸”实施惩戒，从而导致

其不良行为愈演愈烈。

老师不敢惩戒学生，一方面是因

为教育惩戒权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

明确支撑，另一方面，一些家长的不

理解、不配合，也让惩戒的教育功能

大打折扣。如今，一些地方开始尝试

立法明确赋予老师教育惩戒权，对于

教育实践和学校管理而言，应该说是

一件好事，但前提仍是家长的理解与

配合，否则，老师们依旧会顾虑重

重，不敢对学生的错误言行实施

惩戒。

育人如种树，合理的惩戒教育就

如修剪小树苗长偏的枝杈，这对于孩

子的成才以及健全人格的塑造都具

有重大意义。有了家长的理解与配

合，教师的教育惩戒才会真正落实到

位，家校之间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

为孩子的成长之路铺就基石。

本报《话题》栏目近期将就以下

话题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面有

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发至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 2019 年即将进入尾声，回顾

这一年，在时代的脉动中，每个人

都经历了各自的砥砺奋斗与“高

光”时刻，收获着丰富多彩的人生

体验与成长阅历。陪伴孩子成长的

每一年，都有值得铭记的记忆与感

受。2019，您有哪些难忘的亲子故

事，经历了怎样的暖心时刻，总结

了哪些有用的教育经验？欢迎来稿

与我们分享。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年人

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吐不快的

感受，请将您的关注点发给我们，我

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专题策划。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

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

论的话题。

编
者
按

爱的教育要富于温度，但只有温情的教育一定是不完
整的。正如作家毕淑敏在《孩子，我为什么打你》中所写的：

“你像一匹顽皮的小兽，放任无羁地奔向你向往中的草原，
而我则要你接受人类社会公认的法则……”

教育惩戒古来有之，但多年以来，赏识教育深入人心，
学生和家长的权益意识也不断增强，加之现行法律法规中
对于教师惩戒学生的范围和方式等缺乏明晰界定，导致了
教育惩戒权的尴尬现状。近日，随着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实
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的发布，教育惩戒的
话题再次成为热议焦点。我们为何需要教育惩戒，惩戒的
合理界限在哪儿？面对复杂的教育实践，如何在老师、学
生、家长之间建立起对教育惩戒的共识？本期话题就来分
享几位读者的观点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