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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规则》的过程中，遇到难
点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宁波诺丁汉
大学附属中学创校校长、宁波市名校
长袁湛江说：“我认为难点不在于方
向的把握，而是操作的分寸，也就是

‘度’的问题。因此《规则》中特别提出
要‘选择适当措施，与学生过错程度
相适应’。”

他认为，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地
方，首先是家长的理解与配合。家长要
认识到教育惩戒不是为了制裁，而是
为了规范，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好，而不
是为了打击孩子。教育惩戒最后的落
脚点是教育行为，“惩戒”不等于“惩
罚”，更不等于体罚和变相体罚。

其次是教师的认识和把握。教育惩

戒既是对学生的规范，也是对教师的
规范，不仅明确教师该做什么，也明确
教师不能做什么，禁区在哪里。《规则》
既是对教师合法权益的维护，也限制
教师过度使用教育权力。

在这个问题上，江北中学校长王明
军表示，从操作层面来讲，学校接下来
会利用教师大会引导教师加深对新规
的理解，同时在家长会等场合帮助家
长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在今年2月初，
教育部发文要求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
理，明确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
个人手机带入校园。我们第一时间向
家长发了《告家长书》，明确学校的态
度和做法。”她说，取得家长认同，才有
助于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昨起实施
怎么把握尺度？如何落地实操？

听一听宁波教育界的声音

“以前在对班里个别孩子进行教育
时，心中会有顾忌，毕竟没有一个标准
和尺度。”张老师是一位有13年教龄的
一线教师，他坦言：“现在的大环境，很
多老师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很怕管教
孩子管出事情来。”

张老师 回 忆 十 年 前 的 教 书 环
境，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县城的家
长对老师的包容度和信任度还是

比较高的。当然，这个惩戒也是有一
定程度的，比如捏耳朵、打耳光这种
有伤害性或侮辱性的惩戒，肯定是不
允许的。”

不少老师表示，此次《规则》的出
台，给学校和教师吃了一颗“定心丸”，
为教师在管理学生方面提供一定依据，
以便达到让学生知错就改、养成良好习
惯的目的。

教育惩戒有尺度和温度
才能有效度

宁波市教育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原宁波市教育局教
研室主任、教科所所长沈海驯
认为，教育惩戒的精髓是育人
的适切和温情，让教育惩戒有
尺度、有温度，才能有效度。

他建议，学校制定清晰、
科学、合法的落地方案是当务
之急。一是根据本校特点重新
制订校纪校规，将实施教育惩
戒的情形和方式予以清晰地
具体化，利于教师准确把握和
适用；二是按教育规律和学生
身心发展特点，准确理清学生
不良行为程度、性质和惩戒方
法，人文关怀下科学实施教育
惩戒；三是依据《规则》，完善
校规校纪的制定 、执行 、监
督 、救济程序，广泛征求意
见，做好宣传工作，合法实施
教育惩戒。

教师务必公正、用心、用
情才能发挥育人的最佳效果。
学生与家长最关注的是惩戒
的公平性，不能保证公正、公
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就难以
让学生心服口服，就达不到教
育的目的。教育惩戒是一把双
刃剑，用好是一门教育艺术，
尊重学生、避免伤害、鼓励为
主必须坚守。

家长需要理解、信任、配
合形成合力育人教育共同体。
家校合育才是当下解决孩子
教育问题的正确方式。学校
教育不能只有鼓励与包容，
还需要惩戒，所以，教育惩戒
是学校和家长共同应承担的
责任，应该是双主体配合实
施。孩子的智商和情商固然
重要，但成才更重要的是逆
商，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到
彩虹。家长理解、信任、配合
实施教育惩戒才能真正形成
合力育人的教育新样态。

记者随机做了一个线上40人的微
调查，有八成家长非常支持教育惩
戒，认为可以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
识和改正错误。有两成家长则不太认
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处理不好会给
孩子带来心理伤害。

在某培训班门口的等候区，记者就
“教育惩戒新规落地”采访了几位家
长。“有些学生是要惩戒的呀。”张女士
家住海曙区，是某小学三年级学生的
家长。她认为，在小学阶段，多数孩子

还是乖的，但是若碰到个别特别不受
管教的孩子，就会影响老师上课，甚至
影响全班的学习氛围。

“我也觉得适当的惩戒可以帮助
孩子更好成长，毕竟处于青春期、叛
逆期的孩子，需要宽严相济的教育方
式，这个《规则》的出台，不仅对孩子
的行为有所约束，也对老师惩戒的度
做了规定，这样我对学校和教师的教
育更放心了。”家长孙先生对张女士
的观点表示赞同。

3 月 1 日起，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正式实

施，它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定义，明确了学生的哪些行为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学校可

以采取哪些教育惩戒措施，并划定教师进行教育惩戒的“红线”。这意味着，教育惩戒开

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了。

这部《规则》的出台，与广大中小学生、家长、教师有什么关联？如何真正发挥出《规

则》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宁波教育界专家、校长、一线教师以及家长，听听他

们关于教育惩戒的理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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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一颗“定心丸”
打消惩戒顾虑

在《规则》实施过程中
难点在于家长配合和教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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