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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最新出台的《中小学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于3月1

日起实施，明确学校、教师可以

依法依规对学生实施惩戒教育。

围绕教育惩戒，社会上又掀起了

新一轮热议。

教师有了惩戒权，如何用

好?家长不能过度干涉惩戒，又

该如何理性参与?再因惩戒引发

师生矛盾、家校冲突，学校又该

怎样应对?不同人士表达了各自

的观点。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9年《规则》起草，共收到来自
社会的6400余条具体修改意见，其
中持支持态度的超过八成。从调查
数据来看，基层校长、教师普遍希
望国家明确惩戒规则，大多数家长
也对此表示支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
奇说：“有的学生犯错误挨点批评
就 受 不 了 ， 其 实 是 责 任 意 识 淡
薄、抗挫折能力差的表现。要教
育每个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这方
面都严重缺失。”

目前的校园生态并不利于教
师对学生惩戒，教师惩戒学生容
易造成师生冲突、家校矛盾。这
导致部分教师担心惩戒学生会给
自己惹麻烦，不敢轻易对学生采
取惩戒手段，能少管则少管。“原
来教师对学生犯错后的批评、教

育非常棘手，现在学校和教师可
以利用 《规则》 规定，从客观实
际出发，对犯错学生作出相应的
批评或惩戒，有利于强化教育效
果。”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校
长谢学宁说。

“教师放心施教，教育才会

美好。教育惩戒权真正落地，要
通过保护和免责机制让教师有底
气，不能让手中的戒尺变成烫手
山芋。”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
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说，“基层
部门应进一步健全完善教师教育
管理相关细则和程序规定，建立
完备的教师管理争议处理及救济
程序。凡是在法定权限内的教育
行为，应当旗帜鲜明依法保护，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
题的水平，进而构建教师正确行
使教育管理权力的空间、氛围和
动力。”

显态度——

戒尺不是烫手山芋

“惩戒会不会变成对孩子的惩
罚？”学生家长章小翠在接受采访
中发出如此疑问。

对此，《规则》 列出了教师惩
戒的“负面清单”，对惩戒权的使
用范围也作出了限制，明确只有当
学生产生特定的违纪违规行为时，
教师才能动用惩戒权。

山西临汾同盛实验中学初二学
生范钰晶说：“教师惩戒学生是应
该的，但要有理有据，如果因为很
小的错误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我
们心里也会觉得委屈。”

教师惩戒措施是否得当，得看
是否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要
在实践中理清教育惩戒的边界，落
实到具体行动区分上。”李纪超
说，“动因区分，是否具备行使教
育惩戒的前置条件；程度区分，教

育惩戒措施力度与适应情形是否相
吻合；效果区分，教育惩戒权的行
使是否达到教育转化的效果。”

“真要做到老师敢于、善于惩
戒，还需要结合工作实际，细化

《规则》强调的惩戒边界。”熊丙奇

认为，实施一般教育惩戒，需要落
实教师教育教学自主权，同时有必
要根据学生违纪违规情节，一一列
出可以实施的教育惩戒。各地教育
部门和学校可在广泛听取教师、家
长和学生意见基础上，出台本地
区、本校的教育惩戒细则。

“当务之急，需要对教师进行
专业化培训，让教师对行使教育惩
戒权有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严
格落实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
的负面清单，一旦出现禁止性情形
要依法处置。”李纪超说。

明限度——

有理有据 细化边界

“教育惩戒的原点和终点都是
教育，惩戒只是教育的手段。”山
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原山小学班主任
王欣怡认为，教师选择惩戒措施，
应遵循育人原则，以可接受的方式
将惩戒目的触及学生心灵，防止滥
用惩戒损害学生身心健康，要做

“手持戒尺、眼中有光、心中有
爱”的教师。

在多数教师看来，教育惩戒之
所以不同于惩罚，是因为教育惩戒
是从爱出发，责之切源于爱之深。

惩戒教育，家长如何参与？
《规则》 明确家长在学校制定教育

惩戒具体规则以及教育惩戒实施、
监督救济等过程中享有参与权、监
督权。

“家长和教师的长远目标都是
一致的，双方是一种融合共生的关
系，这是落实惩戒教育、加强家校
互动的有利因素。家长要理解、支

持、配合老师教育和管理，共同营
造良好教育环境。”谢学宁认为，
家校要保持积极良好沟通。在学生
受到惩戒后，教师告知家长学生行
为情况，并向家长了解孩子心理和
生理状况，以此调整惩戒方式和力
度，尽可能避免教育惩戒给家庭和

孩子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以组建家长理事会，以志

愿者的形式主动协助学校实施惩戒
教育；开展家教小沙龙，及时解决
一些小众的、个性化问题……”谢
学宁说，在帮助学生的问题上，形
成家校合力，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
的双重关爱中成长进步。

“《规则》的出台，迈出了破解学
校教育‘不敢管、不会管’困境的关
键一步。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
要各尽其责、共同发力，营造一种良
好的育人生态。”李纪超说。

据中国教育报

见温度——

手持戒尺 心中有爱

教育惩戒如何有“温”又有“度”
——专家、师生、家长共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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