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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新规 3月 1日实施 划定 7条红线明确惩戒尺度

如何用好教育惩戒这把“戒尺”
2020年 12月 29日袁教育部颁布叶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渊试行冤曳渊以下简称叶规则曳冤袁将教育

惩戒纳入法治轨道遥

叶规则曳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系统规定

了教育惩戒的属性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尧
程序尧措施尧要求等袁并将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遥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称袁叶规则曳 为教

师依法依规进行教育惩戒提供了依据袁也厘清了

惩戒与体罚之间的边界袁对惩戒的实施范围作了
更明确的界定遥

清晰界定教育惩戒
着重强调育人属性

近年来袁因教育惩戒引发的社会事件频频引起各界
争议遥 一方面袁有的学生因为被过度惩戒而产生心理阴
影曰另一方面袁也有老师由于惩戒学生袁受到过度处分遥

对于教育惩戒袁老师尧学生和家长三方展开了野拉
锯冶遥 归根结底袁是因为教育惩戒权的定义和边界模糊遥

安徽省宿城第一初级中学的薛楠是一名有着十几
年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遥 对待平时不遵守课堂纪律尧难
以管理的学生袁她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袁比如和学生聊天尧
谈心遥 遇到实在难管的学生袁她也会进行适当的批评袁但
基本不会对学生进行惩戒袁因为野不太清楚尺度究竟在
哪冶遥

天津市某小学一名赵姓老师刚入职一年多袁但她已
经不敢管学生了袁甚至有时候因控制不住情绪大声说话
都会野后怕冶很久遥 野之前有过几次袁有同事因为简单说了
几句做错事的学生袁就被家长告到了教育局袁结果还在
全校大会上被批评袁学校几乎没有人敢去惩戒学生了遥 冶
这名赵姓老师告诉记者遥

如今袁叶规则曳 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袁
规定教育惩戒是野学校尧教师基于教育目的袁对违规违纪
学生进行管理尧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袁促使学
生引以为戒尧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冶遥 明确教育惩
戒不是惩罚袁而是教育的一种方式袁强调了教育惩戒的
育人属性袁是学校尧教师行使教育权尧管理权尧评价权的
具体方式遥

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袁自 2019年叶规则曳起草袁
共收到来自社会的 6400多条具体修改意见袁 其中持支
持态度的超过八成遥 从调查数据来看袁基层校长尧教师普
遍希望国家明确惩戒规则袁 大多数家长也对此表示支
持遥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对记者举了一
个例子院苏联时期袁某个班级有个孩子王袁经常带领一群
孩子闹事遥不管老师怎么说袁他都不听遥有一次校长遇到
了正在闹事的孩子王袁在其不听劝阻的情况下扇了他一
耳光遥 旁边的孩子问他要不要一起野教训冶校长一顿遥 令
人意外的是袁孩子王却说自己佩服校长袁称自己从中意
识到校长是在教育他尧爱护他遥

在程方平看来袁校长的做法可能不妥袁但可以看出袁
一定的教育惩戒是必须的遥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袁人们应
该认识到袁惩戒不应是简单的处罚袁而是应该有利于学
生的学习和成长遥

据程方平介绍袁我国近代对于教育惩戒的态度往往
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遥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袁
惩戒是一件自然的事袁也较少有争议袁这是因为学生和
家长对教师有一种信任袁许多家长也信奉野严师出高徒冶
野不打不成才冶遥 随着赏识教育尧激励教育的提出袁一些教
师对此产生了误解袁 开始无条件地鼓励甚至 野讨好冶学
生遥 随着近年来一些极端事件曝出袁许多教师对惩戒学
生野闻之色变冶袁不愿管也不敢去管教学生了袁这实际上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袁叶规则曳的
出台袁给广大教师吃了一剂野定心丸冶遥

划定红线明确尺度
教育惩戒不是体罚

实际上袁早在 2019年 6月 23日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
发 叶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曳袁提出制定实施细则袁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遥

自此袁在教育部的委托下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尧教育
部与高校共建的各个教育立法研究基地开始了大量实地调
研袁并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遥 2019年 11月 22日袁教育部发
布了叶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渊征求意见稿冤曳袁向全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遥 直至 2020年 12月 29日袁教育部颁布
叶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渊试行冤曳遥

叶规则曳出台后袁有学生家长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院野孩子
大了袁一般的言语批评教育可能很难起到效果袁叶规则曳的出
台会不会让惩戒变成对孩子的处罚钥 冶

程方平解释说院野惩戒不同于体罚遥 惩戒是让一些可能
犯了错的学生通过适当方式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袁 是让学生
主动认识并改正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曰 而体罚则是单纯制
造身体痛苦让学生被迫服从的行为袁 在现实中往往会起反
作用遥 冶
对于惩戒的尺度袁叶规则曳划定了七条野红线冶袁以防止实

践中个别教师将体罚和变相体罚作为教育惩戒实施遥
首先是身体伤害袁以击打尧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

苦的体罚曰其次是超限度惩罚袁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尧反复
抄写袁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袁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
害身体尧心理的变相体罚遥

再者是言行侮辱贬损袁辱骂或者以歧视性尧侮辱性的言
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遥 还包括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
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曰因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而惩罚学生曰
因个人情绪尧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曰最后是指
派学生代替自己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遥

此外袁叶规则曳 还对应当给予教育惩戒的情形作出具体
化规定袁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袁学校尧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
不服从尧扰乱秩序尧行为失范尧具有危险性尧侵犯权益等情形
时实施教育惩戒遥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解释说袁不服从袁指学生主观
不完成其基本的学习任务曰扰乱秩序袁包括扰乱课堂秩序和
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曰行为失范袁主要指吸烟尧饮酒以及其他
违反学生守则的行为曰具有危险性袁指学生实施有害自己或
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曰侵犯权益袁指学生打骂同学尧
老师袁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遥

根据叶规则曳袁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尧较重教育惩
戒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遥 其中袁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
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袁可以由教师当场作出袁包括点名批
评尧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
立等袁较重和严重教育惩戒则由校方作出袁并应及时通知
家长遥 叶规则曳还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袁规定学生
实施属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
良行为的袁学校尧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实施教育惩戒袁加强
管教遥

在储朝晖看来袁叶规则曳明晰了惩戒的分寸袁为各方就教
育惩戒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袁必将大幅减少家长尧公众以及
社会对教育惩戒的歧义及争议遥不过袁这并不意味着今后关
于教师的惩戒就不会再有争议遥 因为惩戒作为教育的一部
分袁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袁它的使用总是处在不同的情境下袁
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尧方式袁教师必须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遥

慎用善用惩戒制度
立德树人任重道远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袁薛楠对于叶规则曳还存在一定的困惑院
野教师惩戒过程中不能有的一条行为是 耶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
实施教育惩戒爷遥但在现实中袁可能有老师把戒尺一类的东西交
给学生袁让他们在犯错时自己打自己袁轻重由自己掌握袁这种情
况下袁教师算不算越过了红线钥 成立学习小组是目前很多学校
的做法袁老师任命的小组长为了提高小组成绩袁让学生抄作业
或者用其他方式惩戒学生袁这种情况又该如何看待钥 冶

程方平说袁叶规则曳虽然对教师和学校可以做和不可以做哪
些惩戒行为作了规定袁但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偏向原则袁规定也
较为笼统遥 现实中惩戒的形式五花八门袁这种列举性的方式很
容易产生漏洞或者解释不清的情况遥 因此袁应该对惩戒行为进
一步进行深入细致的划分袁同时也要明确惩戒底线袁一旦超过
这个底线袁任何惩戒行为都是违规的遥

在程方平看来袁 惩戒制度永远不应首先使用或者必须使
用袁叶规则曳只是强调教师有这样的权利遥 教师可能在舆论当中
处于弱势袁但相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还是处于强势地位袁一定
要谨慎使用惩戒权袁明确区分虐待和惩戒遥一名合格的教师袁一
定会通过多种方式同学生和家长沟通交流袁教育学生的方式也
不止惩戒这一种遥

程方平说院野在进行惩戒后或者制定一些惩戒措施前袁一定
要让家长知情和征得家长和学生的同意遥 在实施惩戒后袁一定
要及时和学生沟通袁告诉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袁同时注重倾
听学生的想法袁避免其产生消极情绪遥 家长和学生认为惩戒有
不当的地方袁也可以申诉和辩解袁这些在叶规则曳中都有详细的
规定遥 冶

储朝晖提到袁叶规则曳强调袁实施教育惩戒应当遵循教育性尧
合法性尧适当性的原则遥教师应根据自己对学生的了解袁对不同
的学生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惩戒袁学生性格特征尧过错过程尧动机
与效果尧心理状态等因素都应该作为惩戒实施的背景条件加以
考虑遥

储朝晖说袁智慧的教师应先使用积极引导袁迫不得已时才
使用惩戒遥将惩戒当作高悬之剑袁让每个学生都能看到其威严袁
却未必用它触及学生的身体遥 在使用方式上袁叶规则曳本身就是
每个在校学生都要面对的野惩戒冶袁并非要惩戒到某一个具体的
学生才能发挥惩戒的教育效用遥教师要切忌以自己的情感左右
惩戒袁尤其不能在明显不理性的时候使用惩戒遥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袁要想真正发挥好教育惩戒的
作用袁仅靠教师一方还远远不够遥

程方平说袁各地学校和教育部门也应负起责任袁及时组织
教师培训袁学习叶规则曳相关内容遥

储朝晖说袁面对举报袁学校应当支持尧监督教师正当履行职
务袁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袁教师无过错的袁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
而给予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遥此外袁在实施过程中袁还应注意
到教师与学生权利的同等保护袁这也是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遥

野叶规则曳给学生尧家长等相关当事人依法参与制定尧完善校
规校纪袁明确学生行为规范袁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空间和机会袁
显现出规则的开放性遥学生自己参与制定班规校纪袁自愿遵守袁
自觉监督实施本身就是最为有效的教育遥 各校在实行的过程
中袁应当结合本校具体情形尧制定适合的规则袁这考验学校治理
者的智慧遥 冶储朝晖说遥

在储朝晖看来袁叶规则曳的发布是一个新起点袁关键还在于
落实好遥在探索的过程中袁建立健全教育惩戒的实施尧监管和救
济机制袁让学校和教师会用尧敢用尧慎用教育惩戒袁让家长和社
会理解尧支持尧配合学校及教师的教育和管理袁共同实现立德树
人的目标遥 渊张守坤 王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