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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育
的一种方式。记者注意到，对惩戒
范围、类型等进行了专门论述，是
《规则》中的一大亮点，也是众人关
注的焦点。

《规则》明确了教育惩戒的范
围，对于应当给予教育惩戒的情形
作了具体化，规定在确有必要的情
况下，学校、教师在学生存在不服
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
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
惩戒。根据程度轻重，《规则》将
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
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
《规则》还强调，教育惩戒与体罚
和变相体罚是不同性质的行为，明
确禁止了七类不当教育行为，划定
教师行为红线，规定了对越界教师
的处罚方式，方便各方监督。同
时，《规则》强调学校应当支持、监
督教师正当履行职务，维护教师合
法权益。

无锡市德育工作带头人、市关
工委德育报告团成员、无锡开放大
学党委副书记王仁刚连赞《规则》出
台是一件众望所归的好事，“首先明
确了态度，教育不能没底线和无原
则，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无
法尽其应尽之责任；其次，对怎么有
效惩戒、如何把好度，教师有了规则
可依和底线支撑，让老师、学生和家
长知道，通过有限惩戒和真心帮护
以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是每一教育
工作者的职责。”

“如何惩戒犯错的学生？惩戒
到什么程度？家长会不会反对？以
往有老师因此困惑导致工作中不会
管、不敢管、不愿管。那些模糊的边
界和容易被忽视的角落《规则》里都
明晰了，为我们老师撑了腰。”无锡
市金星中学副校长姚菲说。

五年级学生家长鲍先生同样对
该规则持欢迎态度。“国有国法，校
有校规，如今教育惩戒有章可循无
疑是一件好事。该规则在明确老师
教育惩戒行为范围的同时也保障了
老师的教育权利。”在鲍先生看来，
适当的教育惩戒必不可少，孩子在
成才前需先“成人”，拥有是非观和
敢于承担犯错后果的勇气。《规则》
出台后，学校和教师明确他们在教
育学生的过程中能做什么，面对家
长的质疑能够有明文规定予以回
应，而家长能够以该规定对标教师
做法，少一些过度保护，这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有利。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3月1日起实施

让“教育惩戒”之“尺”
有刻度显温度

日前，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规则》），将于今年3月1日起实施。《规
则》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做出规定。

教育惩戒这把“尺”如何用？锡城的老师和家长对
于新规持何种态度？又将如何让新规落地？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高质高效有益的教
育惩戒，背后无不渗透着
教师在日常管理中的智
慧和爱。《规则》为学校留
下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即

“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
他适当措施”，学校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规
则》规定的程序，采取公
开、民主、科学的方式，制
定有针对性的具体规
定。采访中了解到，锡城
有不少老师运用“戒尺”
不仅有特色，也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班上难免有一两个
调皮好动的学生破坏纪
律，老师在惩戒之外更要
让这群学生听得进劝，达
到育人的目的。”我市一
所小学的班主任说，班上
出现破坏纪律的男生，他
就跟学生一起到操场慢
跑，共同“受罚”。“对好动
的学生来说，跑步不像罚
站有束缚感。在跑步过
程中，老师一步步引导学
生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应
该怎么做，教育效果非常
好。”

梅村高中的专职心

理教师杨海娟每个新学
期的第一节课就是针对
迟到、上课做其他学科作
业、带零食进教室等6个
问题让学生自制惩戒规
则。“一个班分为6个小
组，每个小组根据自身实
际制定惩戒办法，比如上
课迟到这个问题有的小
组制定了迟到做20个仰
卧起坐，各式各样。制定
好规则后再让全班学生
讨论，所有规则合理且都
被认可后让每个学生签
字确认。”杨海娟任教高
一年级 17个班级，各班
根据 6个问题制定共计
600多条个性化规则被贴
在教室墙上。“我暗中观
察过，孩子们对自制的惩
戒方式没有异议，在接受
惩戒时不会不服气或者
觉得没面子。学生也很
少犯规，即便个别学生犯
规了也愿意接受惩戒，而
且不会再犯。”杨海娟说，

“惩戒不是目的，而是教
育手段。另外，基于良好
的师生关系下，惩戒也是
有弹性的。”

（陈春贤 杨涵）

姚菲认为，《规则》出台后当务
之急是学习、理解，才能在以后的
教育管理中有效运用。金星中学
计划组织老师、家长通过线上线下
交流沟通、视频演示等多种方式分
段、深入地学习《规则》内容。“细致
深入地学习一方面能防止老师和
家长理解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也让
老师对标自查自己平时的教育行
为是否符合规则要求，有不当之处
及时纠正。”她坦言，要想让教育惩
戒起到理想的效果，学校、家庭和
社会三方需要形成合力，希望以此
为契机加深家校合作的力度，今后

让更多家长参与到校园治理、发展
中来。

虽然刚刚出台的《规则》要落实
到各校还需时日，但家校间的充分沟
通在各个学校制定适宜自身情况的
规则时很重要。“希望待学校制定相
关措施时，家委会能够参与其中。”鲍
先生表示，学校单方面制定奖惩措施
或许会让部分家长难以信服，但以家
委会为桥梁使家长的意见传达到学
校，制定出合双方心意的校规能让后
期实施事半功倍。

王仁刚认为，教育惩戒要兼具刻
度与温度地高质实施，帮助“熊孩子”

真正“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成长
为合格的国家接班人，需要社会、家
庭和学校同频共振，相关工作也需要
前移，为孩子提供更适合的教育。“家
长需要持续接受和谐亲子关系和科
学育儿辅导的系统教育，该项教育可
在婚前、育前，孩子学龄前以及孩子
青春期三个阶段分为三级，学习如何
成为合格的家长。”在王仁刚看来，
《规则》中教育惩戒的方式或可更加
丰富，配备拥有心理专业资质和问题
处理能力的专业人士，为部分问题孩
子提供更精准与合宜的环境，解决成
长中的各类问题。

记者调查

锡式“戒尺”有特色有效果
背后是老师的智慧和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