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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惩戒作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基于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等不同

教育参与者的视角,各个群体对教育惩戒权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教育惩戒是什么,教育惩戒的实施者应该

是谁,教育惩戒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仍未得到十分明确的解释。教育惩戒想要更好的实施,

需要各个教育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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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punishment, as a controversial topic, is increasingly receiving social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participants such as students, parents, teachers, and schools, th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ary power vari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hat is educational punishment, 

who should implement it, and what is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These issue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explained to this day. To better implement educational punishment, i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educational participants. 

[Key words] educational punishment;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disciplinary system; disciplinary philosophy; 

disciplinary principle 

 

引言 

当今社会,随着阶级跨越的途径愈加有限,家长也愈加重视

学生的教育,学生因不健康心理而犯错后,除了必要的德育教育,

也需要受到教育惩戒。在教育惩戒实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

问题,如教师惧怕惩戒有背景的学生,手握戒尺而不用,又或者

教师为了明哲保身,放弃使用教育惩戒权等。 

1 教育惩戒作为问题的提出 

夸美纽斯在论述学校的纪律时指出,犯了过错的人应当受

到惩戒,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命题”[1],但在当今社会,对学生

教育惩戒的力度和方式已经成为具有热度的话题。 

1.1教育惩戒的定义 

教育的四个主体是学生,教师,家长,学校,各个主体对教育

惩戒的定义理解存在较大偏差,但都认为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教

育手段而存在,毕竟我国有一句古话：“无规矩,不成方圆”,教

育惩戒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引导孩子的健康发

展。对于何为教育惩戒这一议题教育界一直没有十分确切的定

义,但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公认的内容：(1)教育惩戒的惩戒者

是学校和教师,被惩戒者是学生；(2)教育惩戒是一种目的性措

施,旨在通过一定手段纠正学生,以达到育人的目的,这个手段

包括谴责,限制或者剥夺等措施。[2] 

1.2教育惩戒的必要性 

教育惩戒的动机是基于去除的思想转化行为,但要注意教

育惩戒只是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甚至是只针对主观的不良行

为,一些非故意为之的错误应适当原谅和理解,最终促使学生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反省后及时改正,惩戒也只能作为教育人,转

化人的措施,而不能作为公报私仇的工具[3]。总而言之,教师的

教育惩戒权是教师的一种合法的职业权力,拥有法律保障,是教

师管理学生的一种方式。教师教育惩戒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力的

属性,才能及时阻止学生错误行为,教师放弃使用教育惩戒权的

危害不亚于教师滥用教育惩戒权[4]。教育惩戒权就像一把双刃

剑,合理适当的应用可以成就学生,防止学生误入歧途,而错误

使用,则有可能毁了一个学生的前途。 

1.3教育惩戒的原则 

第一原则：健康,包括心理维度的健康和身体维度的健康,

比如体能惩戒要注意时间的强度,做到适可而止,这要求学校对

体能惩戒的力度进行合理的量化,可以使教师执行教育惩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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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标准,也可以让学生的利益得到保障。 

第二原则：不可接触,这个不可接触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不

能体罚学生,也是法律尺度,社会尺度和道德伦理尺度的不可接

触。教育惩戒自然不可以接触学生的身体,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也不能违反相关的法律以及社会伦理。通过正确的教育惩戒方

式,学校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促进他们全面

发展。[5] 

2 教育惩戒实施的现状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简

称《规则》)中首次明确了学校和教师可以依法实施教育惩戒,

但该如何看待学生的错误,要知道学生的错误并不都是品质问

题导致的,有家庭原因,甚至有教师和学校本身的问题。此外,

学生是否拥有犯错误的权利,他们被允许犯几次错误,这些问题

都是值得商榷的。 

2.1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育惩戒 

教师普遍认可并支持教育惩戒,因为在学科教学和班级管

理的过程中,学生的行为如果不加以约束会很容易脱离教师的

掌控,从而给教师的教学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此外,如果将教

育惩戒定义为一种教师自愿行使的权利,那么教师在社会舆论

和倒逼和家长学生的注释下往往会“明哲保身”,对戒尺弃之不

用。现在就存在这两种极端情况：教育惩戒权的“弃用”和“滥

用”,尤其前者反而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学习学业具有深远的

破坏性。学校是让学生提前适应社会,提前适应规则的地方,学

生没有在学校培养良好的规则观念就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防

止学生误入歧途也是教育惩戒的目的之一。 

2.2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惩戒 

基于多种原因,家长是对教育惩戒权认可差异性较大的群

体,调查发现,首先初中家长普遍青睐“严厉”的老师,他们将“严

厉”视为教师负责任的表现,而对于教师为何惩戒,如何惩戒相

对不那么关心；有的家长对教育惩戒持保守态度则主要考虑到

惩戒不当会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大体上,家长是支持学校

和教师的工作和决定的。 

2.3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教育惩戒 

学生犯错的性质会影响教育惩戒的强度和形式：如果是非

常恶劣的故意犯错,那么应该受到较为严峻的惩罚,如果是无意

为之,则可以从轻处理。此外,还要考虑学生犯错是否标志着

品质问题,学生是否有犯错误的权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

总是会犯错,但允许犯几次错误呢？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

问题[6],而且不能让学生信服的教育惩戒,不能达到教育目的。 

3 出现这些问题的归因分析 

造成教育惩戒出现种种问题,教师,学生,家长产生那么多

分歧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学校的惩戒制度不够完善,家

庭教育的不到位以及教师团队本身的问题。 

3.1学校的惩戒制度不够完善 

教育惩戒指向的是主观带来的错误,惩戒并不适用于任何

错误,其主要针对学生出现的道德品质问题,不过涉及严重学习

态度问题的学生也可以适当进行惩戒。教育惩戒不是压迫学生

的工具,然而由于学生的道德品质变化相对而言不易察觉,也难

以通过量化来考核,再加上现代教育背景下对学生学业成绩的

重视,导致教育惩戒很多时候成为逼迫学生提升成绩的工具,偏

离了他作为道德教育工具的性质。[7] 

因而,学校教育惩戒制度的不完整,学校教育目的的偏移都

为教育惩戒的危害埋下隐患。许多教育惩戒的形式以班规和校

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仅靠禁止,制裁,惩罚性的语言限制学生的

行为,首先很难让学生理解惩戒的意义,还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

心理,更加不便于日后的教学和管理。 

3.2家庭教育的不到位 

教育过程中,家长的配合尤为重要的,但部分家长对教育惩

戒合法性存疑,教育惩戒并不是简单的教育行为,而是针对心理

状况复杂的学生群体的学生,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甚至任课

教师谁更适合进行教育惩戒？是否需要专门设立教育惩戒的学

校管理者？什么是体罚,什么又是变相体罚……家长对于诸多

问题存在疑惑,导致认知混乱。此外,许多家长由于工作繁忙,

以及二胎等原因,无法将太多精力放到学生身上,这也是家庭教

育疏忽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的成长不是学校教育一方面的努力,家庭教育和社会教

育同样重要,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家庭教育存在严重功利主

义导致的重成绩而轻道德的现状,家庭教育的不到位变相使得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难以开展。家长的配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教师想要正确合理的落实教育惩戒需要家长的支持。[8] 

3.3教师团队本身的问题 

学校和教师团队和学生之间存在代沟,这导致教师往往用

老一辈的教育方法来对待下一辈,比如“棍棒教育”,并且自我

反思意识缺乏。教师往往以长者自居,认为孩子犯错了一定要受

到惩戒,并将学生的解释视为狡辩,学校没有进行完善的教师教

育惩戒培训和管理。此外,社会赋予教师许多的责任,但却没给

予相关的权利,教师面临着角色的冲突,教师一边手握戒尺,一

边又不敢使用戒尺。在教师的管理过程中,教师又往往没有给到

足够的关怀,也没有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理解,这会导致教

师长期的负面情绪会使得教育惩戒慢慢成为教师泄愤的工具,

教育惩戒也就难以起到相对应的作用。 

4 更好实行教育惩戒权的对策 

为了更好的实行教育惩戒权,我们可以让教师群体重构正

确的教育惩戒理念,校方建立合理的教育惩戒制度,政府完善相

关的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实现。 

4.1重构正确的教育惩戒理念 

首先教师要慎重使用教育惩戒权,慎重不代表不用,但要注

意惩戒对象只针对过错者,要求教师仔细分析学生的错误,给出

公正的正确的评价和惩戒,这样才能更好的达到教育惩戒的目

的。最重要的是教育惩戒要做到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不能因为

一个同学的成绩好就给予赦免,而因为一个同学的成绩差就滥

用教育惩戒权。做到对事不对人,在教育惩戒中遵循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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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4.2建立合理的教育惩戒制度 

由学校或者教师单方面指定的奖惩制度往往是不能让人信

服或者是只符合学校利益的,因此制度的确立要基于学校引导

的民主参与下完成,充分吸纳学生代表,家长委员会,心理健康

专家等多方面的成员,从而制定合理的教育惩戒制度,最后在惩

戒的细则实施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合作协同,一起致力于实现良

好的教育惩戒环境。学生的合理权益也要得到保障,比如受到教

育惩戒时可以通过规定的途径提出抗议,最终教育惩戒要在尊

重教师的教育权力的情况下,配合家长和学校一起惩戒学生。最

后惩戒的力度要适当,惩戒的方式要合理,不能出现通过教育惩

戒来公报私仇的情况。[9] 

此外,教育惩戒权的行使要做到教师自主,学校,家长,学生

多元监督。教育惩戒是一种权力,教师自身要避免惩戒权的“滥

用”和“弃用”的两极化,学校方面要完善校内管理机制和惩戒

申诉机制,提升教师惩戒合法性的同时,减少教师不当的惩戒行

为。家长方面则要在了解学生的错误并进行自我评估后,做到信

任教师的同时,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决定,以便实现多方合作的良

好模式,教育惩戒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健康良好的成长。 

4.3政府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此前虽然发布了《规则》以填充我国在教育惩戒领域的法

律法规空白,但也说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没有相关的

法律对“教育惩戒”这一概念做清晰的界定,导致直至今日,教

育惩戒的概念仍然相当模糊,比如“是什么”的问题尚待明晰,

“为什么”,“如何做”等问题的解答则更是任重而道远,这些

问题不得到明确会使得教师不知如何行使教育惩戒权,学生也

不知道如何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自己。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

及时的完善,教育惩戒才可以更好的落实。 

5 结语 

教育惩戒作为一个复杂的议题,教师单方面的努力和改变

是不够的,需要各个学生教育的参与者,包括但不限于学生代表,

家长委员会,心理健康专家等多方面的成员共同的努力,才可以

使得教育惩戒权既不被“滥用”也不被“弃用”,最终使得学生

在心理和身体都健康的情况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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