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调查

学生犯错，老师该不该惩戒？
8成赞同，2成反对

学生犯了错，老师到底该不该罚？
近日，记者做了一个40人的小调查，调查

统计，8成家长赞同教育惩戒，还有2成家长
表示反对。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尊心，学生犯了
错，学校可以跟家长沟通，让家长协作配合。”
江北区某民办学校的学生家长王先生认为，
学校应该通过家校联合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我觉得这个教育惩戒有点泯灭孩子天
性，你（老师）可以批评教育他，如果你对他惩
罚，会让别的孩子歧视他的。”顾女士的儿子
轩轩今年刚读一年级，她担心老师的惩戒会
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

采访中，有些家长认为不管是一般惩戒、
还是严重惩戒，都会对孩子心理造成伤害。但
也有家长认为，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适当
惩戒有利于规范孩子的行为。

“一个班级里，总有几个调皮学生，如果
教师没有一点威慑力，这些学生上课吵闹，下
课打闹，就会影响老师正常教学。”小雨的妈
妈说，女儿在鄞州区某公立学校上三年级，班
里就有个别学生上课时扰乱纪律，对此，老师
也只是批评几句，但没有效果。“总不能因为
那么一两个学生，影响大部分学生上课进度
啊，现在我们许多家长对这事非常头疼。”

《规则》指出，教育惩戒是指教师和
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和管理中基于教育
目的与需要，对违规违纪、言行失范的
学生进行制止、管束或者以特定方式予
以纠正，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
误的职务行为。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称学校）教师
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适用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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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明确，教
育惩戒分为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
戒、强制措施四个层级。并针对这四个不
同层级，细列了可以惩戒的方式。

■多知道一点

什么是教育惩戒？

要使《规则》发挥作用
家校信任必不可少

随着教育理念的变化，数千年来传承的
教育模式，似乎不再适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告诉记者，去
年，学校发生的一件事让他至今印象深刻。有
个孩子比较顽劣，在不完成作业、带手机到学
校使用破坏课堂纪律后，老师做出惩戒，勒令
他站到教室最后一排听课。事后，孩子声称把
脚站肿了，家长为此找到学校，指责教师体罚
学生，同时向教育部门投诉。

“这件事后，受到警告后的老师便不再自
寻烦恼，对个别学生不交作业等违纪行为听
之任之。师生关系疏远，甚至冷漠化。”该校校
长说，现在的现实情况是，没有规范的条文指
导教师实施惩戒权，教师只能自己拿捏着来，
行为对错的审判权偏向家长。

此次《规则》指出，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
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生身心
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据此给予教师处分或
者其他不利处理。

鄞州区某公立中学教师王晓燕表示，要
使《规则》真正发挥其作用，家校之间的相互
信任、理解与支持必不可少。

惩戒主要目的不在于“惩”
而在于“戒”

此次《规则》一出，不少人用“众望所归”
来形容。《规则》指出，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
管理中，根据学生违规违纪情形，可采取点名
批评、适当增加运动要求、不超过一节课堂教
学时间的教室内站立或者面壁反省等方式当
场进行教育惩戒。

《规则》出台后，鄞州潘火实验中学开了
一场以“教育惩戒”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会
上，该校校长颜军岳说，在合理、合法、合规
的前提下还孩子一个完整的教育，在教育过
程中应该宽严并济，赏罚有度，辅助学生健
康成长。

颜军岳强调，教育惩戒的主要目的不在
于“惩”，而在于“戒”。关键在于把握惩戒的

“度”，切忌拿着《规则》当令箭。学校应对不同
的违规违纪，实施相应的惩戒。

“立法后，如何惩戒学生的这个时代难
题，有望推进很大一步。不过，如何用好这个
规则还是需要智慧的。”鄞州外国语中学校长
王海浩认为，没有信任与感情做基础，一切合
规的沟通方式、一切合理的措施，都会蒙上不
信任的阴影。只有把沟通建立在相互信赖的
基础上，惩戒才会让家长得到理解、信服。

如何用好“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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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学校，都会有些调皮捣

蛋的孩子，这些孩子能不能管？

怎么管？管理的尺度又在哪？成

了困扰学校的问题。

11 月 22 日，教育部关于《中

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

公开征求意见。《规则》以立法的

方式规范教育惩戒权的形式，为

老师手中的戒尺提供精准的刻

度。

学校如何在确保教育惩戒

恪守法度的同时，传递育人的温

度？围绕讨论的焦点、未来的方

向，记者采访了一线教师、校长，

希望听到更多关于教育惩戒的

理性讨论。 □记者 钟婷婷

孩子犯错
老师该不该管？

如何管？
尺度在哪？

“戒尺”回课堂
大家有话说

大讨论

用画画方式记课堂笔记
个人学习方法还是思想溜号？

随着“赏识教育”“快乐教育”的兴起，许多
在“黄金棍”下长大的家长，在面对这一代孩子
的教育成长时，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文，称“语文老师
在看到孩子画的课堂笔记后，罚她抄全篇课文，
说她上课画画不认真听讲。她满肚子委屈不开
心。我倒是觉得方法可以啊，用自己的方式学
习，比死记硬背强多了吧。被老师这一顿罚，孩
子说顿时没兴趣上语文课了……不知其他老师
们是怎样的看法，求指点。”

在评论区，有网友夸赞这位小朋友有想象
力，值得表扬。也有网友认为笔记只是为了梳理
重点，如果动画太多，喧宾夺主，反而得不偿失。
面对家长质疑，同样是语文老师的华师大宁波
艺术实验学校张兆飞说：“看这孩子的笔记，角
角落落都有文有图，有圈有线，如果在课堂上这
样做笔记，那思想一定是溜号的。”

不过，张兆飞认为，老师的做法过于简单粗
暴，应该用更合适的办法让孩子意识到错误，并
引导孩子如何正确有效做笔记。“同时，家长的
处理方式我认为也有欠妥。还是多和老师沟通，
对老师做法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面对面地，开
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倾听老师解释和建
议，才是更合适的处理方式。”

在教育惩戒这个话题上，小雨妈妈有很多
话想说。她见过不少父母、祖辈过分溺爱孩子，
缺失正确教育理念。搞得学生犯了错，老师碰
不得。“一点点事情就发到网络上去，我感觉老
师都成了惊弓之鸟了，在管教孩子上束手束脚
的。”

小雨妈妈认为，学校适当的惩戒是必要的，
碰到这种舆论，大家不应该过度解读。“相信大
部分的老师都是有职业素养的，一般不会有很
严重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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