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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立法明确、落实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已成为共识。今年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
惩戒权”的要求。前不久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提到，“教师
教育惩戒权”的相关政策正在研制中。我市有没有制定、实施教
育惩戒办法？市教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坦言，全市暂无教育惩戒
实施办法，相关教育惩戒规定由各校遵循《中小学生守则》（2015
年修订）制定，写在校规校纪中。

采访中了解到，锡城有学校在探索具有特色方法实施教育惩
戒。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市积极德育年会上，堰桥初中将探索实施
的“听证会制度”向全市数百名班主任推广。现场，学校邀请了双
方当事学生、家长、班主任代表、德育处主任、心理老师、校领导
等，就学生发生矛盾后是否给予处分进行听证。众人分正反方两
组分析、解决问题，现场观众也有表决权。胡文珠介绍，“听证会
制度”将个案诊疗与集体教育结合，现场正反双方全面分析，当事
学生的陈述、协商，有助于他们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也让现场更多学生获得启发。“对于学生犯了错该不该
惩戒，怎么惩戒，我们尝试转变思维方式，积极探索形式多样、行
之有效的惩戒方式，让教育惩戒更加合理规范，更重要的是充分
实现教育惩戒的‘惩’‘戒’和‘教育’价值，提升育人品质。”堰桥初
中党支部书记陶伟说。 （陈春贤）

从猪小 P的逗逼问
候到肖战、朱一龙的花式
炫酷，借助流行的高清短
视频，中国移动全面升级
的“视频彩铃”悄悄将通
话接通前的十多秒，变成
了时尚潮流的另一次高
光时刻！等待接通的片
刻时间秒变展播C位，总
嫌漫长的等待也变得有
趣和可期。

江大学生小吴来自
南通，在开学至今的双休
时间，她将自己拍摄的校
园风光、学校周边长广溪
公园的文艺范芦花以及
无锡南长街上的粉墙黛
瓦、小桥流水制作成动态
的视频彩铃，从此父母亲
朋接打电话前的那一瞬，
手机屏幕上自动播放她
自己DIY的视频集，父母
的放心和异地朋友的羡
慕让小吴的“好玩”之举
显得既接地气，又懂事，
还特时髦！

抖音类短视频如今
正刮起全民IP流量新时
代，中国移动的视频彩
铃业务是基于4G+网络
甚至是5G网络，让流行
多年的音频彩铃实现全
面技术升级，让可听变
成更多元有趣的可视。
通过内容优化的高清短
视频，将通话前的等待
碎片时间，转化为可视
的个性化视频，而且通
话前视频彩铃播放所产
生的流量费将对主、被
叫双方永久免费。

据了解，目前中国移
动的视频彩铃可满足
200种安卓机型使用，充
分挖掘音乐和视频的新
玩法、新社交趋势，让羞
涩的情感、牵挂的思念、
喜悦的放送都可以用更
直观的视频语言表达。
用户可自行下载视频彩
铃内容，也可自己在“咪
咕音乐”APP上DIY个性
化原创专属内容，所有想
说的话，微妙的情绪，都
可以借助另一种充满动
感的方式替自我表达。

（张娜 陶洁）

近日，关于《中小学生违规行为惩戒实施办法》
将于明年9月实施的消息在锡城家长和教育人士
间引发热议，有多位家长向本报询问是否属实。昨
天记者向市教育局求证得知，他们并没有收到上级
部门关于中小学生违规行为惩戒的发文。记者查
阅教育部官方网站也未发现教育惩戒相关的细则、
实施办法发布。教育惩戒是近年的社会热点话题
之一，时下却出现了家长舍不得管而老师不敢管的
怪象。锡城的家长、教育工作者怎么看待教育惩
戒？锡城学校是否探索相关特色举措？

家长更喜欢赏识教育，担心老师惩戒不当 教师不敢触碰体罚底线

遇到学生“不乖”，到底该怎么管？
锡城已有学校探索特色办法

据查证，该办法为一外地律师事务所法治校
园团队起草的建议稿，于今年9月提交给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这套“实施办法”提出了7章共27
条细则，包括了惩戒行为、方式、申诉制度等，文末
明确“本办法自2020年9月10日起施行”。

就这一话题，本报开展了一次随机小调查，共
80多位家长参与投票。在调查中可以看出，绝大多
数家长能够较为理性、客观地看待教育惩戒。对于
孩子的教育中是否需要惩戒这一问题，约七成家长
认为严师出高徒，教育必须要有惩戒。但在教育方
式上有65.9%的家长希望老师尽量使用温和的方式
达到教育目的，87.8%的家长希望孩子受教于更注
重赏识的老师。家长对于教育惩戒方式底线不尽相
同，90.2%的家长选择的是批评教育，也有不少家长
能接受学校通过做值日或者打扫卫生的方式惩戒孩
子，还有家长认为罚抄、罚跑步也可以惩戒孩子。

对于自己的孩子是否接受过不当惩戒这一选
项中，有19.5%家长表示了解到孩子曾在学校接
受到不当惩戒。惩戒不当正是众多家长最担心的
问题，昨天下午放学时分，在我市一所小学门口接
孩子的众多家长都认可教育惩戒，最担心老师把
握不好惩戒的尺度，要么起不到效果，要么滥用惩
戒措施向孩子发泄情绪伤害了孩子。“我支持老师
在不侮辱人格，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惩戒犯错
的孩子。”家长周女士说。还有家长提出，教育惩
戒应当和体罚区分开，体罚的口子不能开，还要明
确实施惩戒的范围和家庭与学校双方的责任。

“一到新学年开学，总有一些家长跟我说自家
的孩子是顺毛驴，要顺着毛摸。”一位老师说，不少
家长只希望孩子受夸奖却接受不了惩戒，“其实老
师也不想惩戒学生，教育的初衷从来不是惩罚。”
多位老师在受访时表示，他们在惩戒学生时会束
手束脚，一怕学生出现偏激行为，二怕家长有过激
行为，因此用得最多的办法就是谈心和通知家长。

相比小学生，中学生正值青春期，交友、学生
矛盾等问题多而复杂。当遇到屡教不改、油盐不
进、家长不配合的孩子，老师该怎么管？“最痛苦的
是，不管我心里过意不去，管的话又不知道能拿这
种学生怎么办，还怕孩子传错话导致不明真相的
家长在网上胡乱发言。”一位年轻老师坦言，在惩
戒学生时他们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体罚是他
们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现在罚抄也不行，罚站也
就让学生站几分钟反思自己的不当行为。就是在
批评教育时也会打好腹稿，注意措辞。一位校长
无奈表示，遇到家长向校领导投诉，有时他们即使
知道老师心里委屈也只能先安抚家长息事宁人。

老师的惩戒权没法落实，特别是年轻老师不
知道怎么处理，一味叫家长只会消磨掉家长的耐
心，老师该怎么办？无锡市中小学德育名师工作
室导师、堰桥初中教师胡文珠认为，教育惩戒不应
该被割裂看待，也不应该被误解为只是采用刚性
措施惩罚学生，“其实教育惩戒的背后涉及师生、
家校等各种关系。我们做老师的也应当多反思，
增强自己的能力，转变思维，关键是要热爱这份工
作，对学生走心，很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短视频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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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最怕：
老师把握不住惩戒尺度

教师为难：
小心翼翼不敢触碰底线

教育惩戒：特色办法锡城在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