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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学堂
XIANDAIJINBAO

/广告

出台这样的法规
对老师学生都是一种保护

“自古以来‘教不严，师之惰’，学生犯了错，
老师当然得管，所以老师纠结的不是管不管的问
题，而是如何管的问题。”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
校教育集团德育主任俞春丽老师说，其实批评、
写检讨、劳动、隔离等惩戒的方法在我们的读书
时代是很正常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却不敢实行
呢？她认为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家长对学生过分娇
惯和纵容，有“护犊子”现象存在。家长一旦对老
师的教育方式产生质疑，就会通过投诉等所谓的
维权方式来解决，面对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通过老
师的退让来解决，这样一来，老师们也会“明哲保
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这是一种恶性循
环。

俞春丽老师说：“我们一直提倡‘依法治校’，
然而除了有《未成年保护法》来保护学生外，对犯
错的学生惩戒却没有法律规定，所以老师很难把
握这个度，老师都非常渴望能出台这样的法律法
规。因为这是对老师的一种保护，更是对学生的
一种保护。依法实行惩戒更重要的是还能培养学
生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让学生懂得自己应该
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惩戒能顺利实施的前提
是家长学生社会都能认同

鄞江镇燕玲学校校长陈骁对这项制度很是
支持。

“记得多年前，学校里有个在课堂里经常调
皮捣蛋的学生，班主任老师罚他到教室后面站了
一节课，并告知了家长其孩子的表现。但是学生
家长很不理解，于是赶到学校大吵大闹，还去教
育行政部门投诉，给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
很大的困扰。最后，该班主任无奈被调离，而该学
生依旧我行我素。”他说，此事件后，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令老师们对管教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心理
阴影，都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所以他
认为，“惩戒办法”在校园里能顺利实施的前提是
要得到家长、学生和社会的一致认同。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罗潇）鱿
鱼、贝壳、船锚、铁链，都用面包做出来，呈
现了“海洋世界”的一角，真是好吃又好
看。日前，来自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
的李新，凭借来自沿海城市的“畅想”，一
举拿下第三届全国青年烘焙师创意面包
大赛银奖。

据悉，经过两天精彩角逐，这项大赛在
上海圆满落幕，并举行颁奖典礼。第三届全
国青年烘焙师创意面包大赛，由中国焙烤
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主办，中焙糖协面包
师分会协办，在全国颇具影响力。

记者了解到，经过初赛层层选拔，决赛
选手一共12名。其中，有参加俄罗斯喀山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获得铜奖
的选手，也有多次参加世界级比赛的选手，
他们在赛场上表现得沉着冷静,在参赛作
品制作中呈现专业严谨的态度。

古林职高学生李新为了准备此次大
赛，放弃暑假的休息时间，每日在学校的烘
焙实训室进行训练。参加正式比赛时，选手
需要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不吃
不喝完成所有作品的制作。平日里，李新也
经常模拟这样的状态，训练到废寝忘食。此
次大赛，他除了摘得银奖外，还获得了最佳
牛角丹麦面包奖。

用面包做出
“海洋世界”
古林职高学生
获创意面包大赛银奖

广东和河北出台文件，教师有了惩戒权

学生犯错，能不能惩戒？怎么惩戒？
宁波老师这样说

学生犯错，老师不敢惩戒，这似乎成了现实难题。
今年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在全国率先尝试用立法赋予老师教育

惩戒权。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
“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上月，河北省又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
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这两天，针对惩戒权的话题，记者采访了宁波的一些教育界人士。几乎所有老师都对这
一条例表示欢迎，但是也有老师认为条例其实制不制定，关系都不大，因为事实上老师们一
直在有计划地“惩戒”。

很难把握这个度
非常考验家校关系和教师水准

新城第一实验学校校长陆琦说，在学校里，
教师是一个概念意义上的监护者。作为法律监护
者，父母对惩戒问题的看法，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干预着教师的惩戒行为。所以惩戒权的落实关键
不在于某个部门的规定，而在于父母对惩戒权的
看法。所以在某些意义上，教师的惩戒权并不是
被法律条文剥夺的，而是被社会共识，尤其是父
母的观念剥夺的。某个条文的出台，并不意味着
惩戒权的回归。

虽然很是期待，但是还是有一些担忧。
“其实很难把握一个度，非常考验家校关系

和教师水准。”他认为。
事实上，正常的惩戒在学校里到处可见。

老师是否有“惩戒权”
对日常教育并无太大影响

厉玉立老师是一位90后，是华泰小学的一
位班主任老师。

她认为，一线教师被赋予“惩戒权”其实是说
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信任度越来越高，是一
种积极的趋势。

但是如何在规定范围内，使用好“惩戒权”，
需要教师学习并且进行长期实践。据她观察，一
线教师基本都能使用恰当的方法对犯错学生进
行教育，是否赋予老师“惩戒权”，对日常教育并
无太大影响。

“比如学生随意乱丢垃圾，任命他为卫生督察
员，管理班级卫生1周，表现认真的给予奖励和表
扬，表现不好的延长为2周。比如学生不小心让其
他孩子受伤了，那么请他做一周受伤孩子的小助
理，在对方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嘘寒问暖，
体贴照顾。比如学生对老师不尊敬，经常破坏纪
律，就聘请他为老师的小助理，课间到办公室帮助
老师搬作业、准备课前内容，对于工作出色的孩子
可以转正为课代表。”她认为，学生犯了错，老师可
以通过正面引导的方式，让孩子在弥补错误的过
程中改正错误，这样孩子更乐于接受。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沈海驯老师说，中国当下的教育里，
比较崇尚的是表扬、鼓励式教育，但事实是，孩子是不同的、也是复杂的，一味用这种方法其实并
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这也是惩戒权呼声之所以高的根本原因。

“几十年前，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时候，父母总会讲‘对老大要严厉，对老二不能太凶，对女孩要和蔼’，
但是现在几乎大家都把这些老一套的东西忘记了，大家在孩子面前都少了那么一点威严。”

沈海驯认为：“是否赋予教师惩戒权，绝对不是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最关键的是
社会、家长、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支持与信任。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老师都会把握好尺
度，要用心去看老师之所以这么处理的目的和用心，而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当然，教师应该多
参加培训、多学心理学，做到即便遇到再难缠的学生，也能得心应手，这才是真正的育人。”

教育的关键在于
家长老师相互支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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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林职高学生李新和他的参赛作品。
照片由古林职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