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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准确，简明扼要，在表述上

做到了规范和周密。”这是新世纪品格

教育研究院学术院长、原成都市教科

院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杨霖对

《规则》的评价。

杨霖提到，现实中，实施教育惩戒

最大的困难在于教师、学生、家长三方

各自对于“适当”有着不同的理解，而

《规则》把教师惩戒权的范围和程度都

作了简单明了的规定，能够很大程度

上为恰当行使惩戒权的老师避免无端

的争议和指责。“它对权利划了界，既

是授权，也是限权。”

《规则》可以用 4个词来总结其重

点：定性、划界、倡导参与、保护权益。

定性，即为“惩戒”定性。惩戒不

是惩罚，只是为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

手段。教师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无论

是对学生进行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进

行惩戒，都应从为了使学生遵守规则、

增强自律、改过向上而出发。《规则》还

明确指出，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后，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和帮扶，对

改正错误的学生及时予以表扬、鼓励。

划界，即为教师的惩戒权划定一个

范围。《规则》划分了学生违纪的几种程

度，根据其情节轻重不同，给出了相应

轻重程度的惩戒方法，教师应参照相应

的条款实施教育惩戒。《规则》还禁止了

“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

苦的体罚”等7类不当行为。

倡导参与，即倡导家校沟通。在

制定校规班规时，校方应邀请家长参

与进来，听取家长和学生的意见，制定

出三方都认可、结合了本校学生具体

情况的规章制度，还应当向学生和家

长及时宣传讲解校规班规。同时，学

校可以吸收学生、家长参加到校规校

纪执行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负责确定

可适用的教育惩戒措施，监督教育惩

戒的实施。

保护权益，即保证程序正当，以保

护师生双方的权益。在实施较为严重

的教育惩戒时，应当听取学生的陈述

和申辩。一方面，惩戒实施后，家长对

教师实施的教育惩戒有异议的，可以

向学校或者相关部门投诉；另一方面，

学校应当及时调查、处理，教师若无过

错，学校应当给予支持和保护。

“对‘教育惩戒’的任何疑问都可

以在《规则》中找到答案。”杨霖指出，

对比 2019 年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可

以发现，《规则》去掉了一些强硬的表

述，并且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

都多了人性的关怀。

在对“教育惩戒”的定性上，《征求

意见稿》“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

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的表

述在《规则》中去掉了“必要”和“法定”

二词。《征求意见稿》中“应坚持育人为

本、过罚适当、保障安全等原则”“适当

增加运动要求”等模糊的表述在《规

则》中，有的被直接删除，有的被细化

成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条款，例如

“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

立”。

对于条款细化、具体化这一点，杨

霖持赞赏态度，因为这是保证《规则》

能够落地的关键。“老师罚孩子站 10
分钟，大部分家长能理解，但有的家

长，孩子被罚 5 分钟可能就不乐意

了。”同一种惩戒，在不同家长的眼中

都“最合适”是困难的，但是《规则》提

供了一个有章可循的、普遍认可的“合

适”范围，这至少保证了惩戒行为在程

序上的正当。“每个人的理解或许有偏

差，但是规定来了，我们都按规定办事

就好。”

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惩戒只是方式，育人才是目标
■ 记者 梁童童

1月13日，武汉市一小学老师因用戒尺打学生

手心而被教育局通报，停课致歉。消息一出，立即引

发热议。有网友认为，作为一种教育惩戒的手段，打

手心并不过分；也有家长表示能够接受这种教育方

式；还有的为老师“伸冤”，并认为打手心与刺扎、击打

等体罚有本质的区别。但事实上，教育部于2020年

底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规则》）明确规定了教师被允许的惩戒行为，并未包

含“打手心”这一项。

该事件引发的热议也从侧面说明，教育惩戒权真正

落地、人人达成共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那么，

《规则》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教育部为什么发布

《规则》？教师如何把控惩戒的实施？家长怎么参与？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来自老师、家长和专家的声音。

2020年12月29日，四川大学文学

与新闻学院学生小栗正在准备即将来

临的教师资格证面试。她打开微博，

准备搜集些“面试攻略”，却发现了一

条热搜：“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可实施

教育惩戒。”小栗有些懵，现在老师要

惩罚学生，还需要官方“授权”了吗？

作为一个“90后”，在小栗上学那

会儿，老师惩戒学生是一件“天经地

义”的事情。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总

会有一个大家都很怕的老师，在他的

课上，班里最调皮的同学都不敢“造

次”。在小栗的印象中，这些严格的老

师所带的科目成绩普遍会比较好，因

为学生课上不敢走神，作业不敢拖

欠。因此，就算被责备、打手心，同学

们还是很敬爱他。

“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挺好的。”小

栗回想起之前看到的老师被投诉的新

闻，“以后我当了老师，做什么事情都

有章可循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纠纷

了吧。”话题页面中，这个文件已经成

为教师资格证面试的热点。

并不只有小栗对《规则》的出台有

疑问。家长董先生的孩子明年就要上

初中了，由于他和妻子的工作都比较

忙，跟孩子商量后，初步决定让孩子住

校。“我希望他以后的班主任比较严

厉，娃娃调皮起来才管得住。有时候

只靠嘴说，他听不进去，罚罚站、打打

手心我觉得也没什么，更能让他长记

性。”在董先生看来，老师管教学生是

极其自然的事情，怎么还需要明文规

定了？

近年，老师因严厉管教被学生或

家长报复的事件时有发生，老师因为

管教方式太过严厉导致学生身心受创

也不是新闻。家长担心孩子被伤害，

对老师言辞激烈，甚至于投诉、报复老

师；老师担心自己的管教不被家长理

解，好心办坏事，索性只单纯教书，把

“育人”的问题留给家长自己处理。教

育惩戒，需要一个教师、家长、学生三

方都认可的“度”。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在《规

则》发布时说明，法律虽然没有直接使

用教育惩戒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已经

约定俗成，被社会和教育界普遍认同，

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也

是教育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两会”代

表、委员提出许多有关建议、提案，基

层学校校长、教师普遍希望国家明确

规则，解决老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

管学生这一突出问题，大多数家长也

对此表示支持。

2019 年 11 月，《规则（征求意见

稿）》发布，教育部广泛听取了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等各方面的意

见，还面向社会公开征询，共收到6400
余条具体修改意见。历时一年的反复

打磨，《规则》终于颁布，于今年 3月 1
日起试行。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有关

教育法律可能作出修改，教育惩戒的

实施也要不断通过实践健全完善，《规

则》将在一段时间后适时进行评估，并

进行修订、完善。

作为家里唯一的宝贝，德阳金

山街小学的维维（化名）从小就受

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疼爱，性

格活泼开朗，又有些淘气。有一

次，维维的调皮劲上来了，妈妈说

东，他非要往西，妈妈覃女士半开

玩笑地说：“你再闹，小心我让王老

师打你！”没想到，维维对她扮了个

鬼脸说：“王老师才不敢打我呢！”

覃女士又好气又好笑，心想：“难道

还没人能收拾得了你？”

覃女士是一直支持老师拥有惩

戒权的，罚站、跑圈、打手心，只要不

过分，她认为都可以接受。对于《规

则》中惩戒内容，覃女士表示完全赞

同。“我是觉得打打手心也算不上体

罚，但是有的家长不让，那可能老师

就比较难办。既然有文件规定了，

那就依文件来，家长、老师都好说

话。”覃女士说，像维维这样调皮些

的孩子，惩戒更能让老师管得住。

维维的班主任王老师，自己也

是一位家长。在她所在的家长群

中，也发生过因为老师没解释清楚

某件事就遭到投诉的事，所以当她

自己工作时，就格外谨慎。然而，

看到诸如家长不理解老师而去投

诉的事，王老师心里还是有点不是

滋味。“哪个老师不想把孩子教好

呢？有的家长总觉得老师要‘害’

他的孩子，我想，要是我被这样对

待，那该有多寒心啊。”

对于如何管理班级、如何实施

惩戒，王老师有一套学生、家长都

认可的班规，《规则》出台之后，王

老师表示，这个寒假的一项工作就

是好好研究怎样让二者融合起来。

《规则》中反复提及的一点，也

是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班级结合家长、学生的意见制定符

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操作细则。然

而，这毕竟是一项庞大的长期工

程，在完成之前，不论是家长，还是

老师都要有一个尊重规则的意识，

“有规则意识之后，我们才能再说

因错施‘惩’的问题。”对于现在有

些向《规则》中的某些条款提出质

疑的声音，杨霖这样评价道。

绝大多数老师、家长都是理智

的，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家校双方是

教育孩子的同盟军，积极地交流沟

通；但是，仍然有个别、极端的现象

存在，这也是现实。杨霖认为，包

括《规则》在内的一切法律、规章、

制度，都是起底线、防线的作用，

“我们不能说‘我觉得我能控制’

‘我觉得这样可以’，就觉得别人也

都应该认可。”制度可以被质疑、更

改，但是树立规则意识，遵守正当

的程序是第一步。

至于因错施“惩”，在杨霖看

来，是最能体现老师人文关怀的地

方。知道一个孩子身体不好，就不

让他罚站，或是看他表现好了，就

缩短时间；知道一个孩子比较敏

感，就在训导他的时候温和一些，

或是事后及时给予安慰。“不是说

惩戒了，就不管孩子了，我们需要

关注他后续的状态。惩戒之后如

何做，可能是更重要的。”

有法度有法度
教育惩戒须有法可依，依法行事

有尺度有尺度
权利的划界——既是授予，也是限制

有温度有温度
因错施“惩”，体现教师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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