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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师惩戒权，国外的实践相对历史
悠久，许多国家都承认教师拥有部分惩戒
权，并且有部分国家已经制定切实可行的法
律法规，来保护并约束教师惩戒权的实施。

美国：“引导为主、惩戒为辅”

2014年6月，美国州政府委员会司法
研究中心发布了《学校惩戒共识报告》。报
告反复强调，在学生严重违规和可能危及
校园安全的情况下，停学、开除、逮捕、上诉
等处理方式是必要的；惩戒可能会给学生
带来学业和社会性成长方面的长远阻碍，
必须慎重使用；学生管理应该加强积极的
预防和引导，通过开设情感与社会性课程、
开展服务学习、优化师生关系等促进学生
自律，减少违纪行为。这种“引导为主、惩戒
为辅”的立场值得参考借鉴。

英国：强调惩戒的合法性与适度原则

2014年2月，英国教育部在综合以往
法案基础上，发布了《学校中的行为与纪
律：给校长和教师的建议》，提出了管理和
惩戒学生的最新官方建议。

建议包括：教师及助教等学校人员均
有权对学生在校内外的不当行为进行惩戒
管理；惩戒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安全和学
生的权益，考虑学生是否身患残疾、有特殊
教育需要，惩戒不应超过必要程度；在实施
惩戒时要满足学生饮食、如厕等基本需要；
重视奖励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中的作用；
教师有权使用合理武力来阻止学生伤害自
己或他人、损坏财物等行为。当学生的不当
行为被确认后，学校应该依据行为准则实
施合理而公平的处分。学校所规定的处分
措施可以包括口头训斥、罚写特定作业（如
写一篇日记）、权利的丧失（如失去一个被
珍视的责任或者不能参加学校的自由着装
日）、失去休息时间、扣留、学校中的社区劳
动、定期汇报行为表现、签订行为协议、额
外的体育活动（如在操场上跑几圈）。在更
极端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对学生处以短期
或长期的停学。

日本：明确区分“惩戒”与“体罚”

日本《学校教育法》总则第11条明文规
定：“根据教育需要，校长和教师可根据文部
科学省的相关规定，对学生进行惩戒，但不
允许体罚。”教师的惩戒行为是否属于体罚，
需根据学生年龄、健康、身心成长状况以及
该惩戒行为的场所、时间、环境、惩戒形式等
综合判定。如果教师的惩戒属于身体侵害
（例如殴打、脚踢、扇耳光、打脑袋等），或者
给学生带来肉体痛苦（例如长时间站立、不
允许上厕所、不让吃饭等），则属于体罚。

只要不是体罚，如若教育需要，教师则
拥有惩戒权，例如放学后继续留在学校（允
许出去吃饭，并且时间不会长到给学生身
体带来痛苦）；课堂中在教室内罚站；多完
成一些学习课题或清扫任务等。

保护并约束教师惩戒权

他山之石

近年来，面对学生的违规行为，教师敢于严厉批评、适度惩戒的越来越少了。教师惩戒权正在悄然
流失，人们对此浑然不觉，却不得不承受其后果：面对违规学生，教师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惩戒权
的丧失，导致师生关系扭曲，校园欺凌得不到有效制止，学生打老师现象时有发生……

不严管也就意味着无厚爱。失去教育惩戒权，伤害的仅仅是教师吗？

罚站不敢罚久，批评不敢说
重，只要家长一来闹，学校多半处
于弱势，接着老师被要求写检讨、
扣工资。这是半月谈记者日前在江
苏、山东、江西等地采访的数十位
中小学教师的普遍反映。

“在家长面前学校还是怂的。”
江苏一名小学教师告诉记者，有一
位同事因为大半学生没做布置的作
业，便让这些学生在教室后面罚站
了一节课，接着家长就到学校闹事，
最后同事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讨。

南昌市二十八中语文老师罗
田田坦言：“如果老师惩戒学生要
冒职业危险，那我犯不着。”老师选
择明哲保身，因为一旦发生师生冲
突，“错”的一定是老师。

“20 世纪 80 年代时，一把尺子
打下去，没有问题，社会尊师重教氛
围很浓，但是现在不行了。管教学生
时，教师自然而然地去寻求一种安
全感。”南昌市南师附小红谷滩校区
六年级语文老师付健感叹。从教近
30年的南昌市南师附小叠山路校区
执行校长王辉说，现在的师生关系
不再纯粹了，老师管起学生来，心存
戒备，放不开手脚，想管却怕管，最
后的办法就是请家长来。

记者在采访南昌一所小学时，
听说曾有一个老师情急之下打了
一名不守规矩、挑衅老师的学生一
巴掌，结果家长、教育局、学校对老
师施以各种压力，最后这个老师按
家长的要求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
这个学生道歉。“如果你动了手，后
续的事情将是非常麻烦的。”采访
中这位老师的同事们表示，这件事
刺痛了老师们的心。

“惩戒学生，我们怕”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江西一所小
学发生了学生对老师拳打脚踢、扇耳
光的事件。这名老师采用“罚站一会
儿”的办法来惩戒这名扰乱课堂纪律
的学生，学生反应过激。学校几名老师
对此表示“寒心”“悲凉”。

面对学生在校园或教室里所做的
不当行为，老师们往往不知采取怎样
的应对措施。不少老师感叹，教师这个
职业再也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了。南师附小叠山路校区四年级语文
老师黄茜说：“我们现在只能教知识，
不敢教做人。”

教师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教
师只管教书，伤的只是老师的尊严吗？
出生在农村的付健自认为从小不是一
个乖学生，老师打骂是经常的事。“但
是我非常感谢老师，我今日的规矩意
识与中小学时老师的严管是分不开
的。”付健认为，孩子犹如一棵树，除了
阳光、雨露、温度、土壤，还需要有人修
枝剪杈，这样的树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无规矩不成方圆。成长过程中规
矩意识缺乏，是现在孩子存在的普遍
问题。南师附小老师张越群说：“规矩
意识淡薄得不到及时教育，将来给孩
子一巴掌的不是老师，而是社会。”

“不敢惩戒”伤了谁

究竟是什么弱化了教师惩戒权？现
在的教师缘何不敢举“戒尺”、不想扬

“教鞭”？
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缺乏正常引导。付

健认为，现在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尤其是
一批独生子女已成为父母，他们在原生家
庭中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新生
家庭孩子身上继续，认为孩子不能受到一
丝伤害。王辉认为，把子女看得过重，娇生
惯养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一些孩子
从小过份娇惯，抗压能力弱，有的拿离家
出走、跳楼当作对付家长的方法。

快乐教育深入人心，社会对教育惩戒
不再宽容。近些年来，许多人潜移默化地
不再认可教育惩戒是一种必须手段，久而
久之导致一些学生对老师缺乏敬畏。南昌
二十八中物理老师颜国安说，一些学生不
把老师放在眼里，对老师没有敬畏心，“我
都被学生骂成‘老不死’的了”。

一些教师缺乏职业道德的案例被舆
论片面放大，削弱了教师群体的权威感。
不可否认，现实中存在一些素质不高、缺
乏职业道德的教师：有的索取、收受家长
的财物；有的课上不讲课外讲，牟取巨额
补课费；还有的肆意对学生施以拳脚，甚
至进行性侵害。这些案例频频曝光后，在
网络舆论的放大效应下，很容易让人们
形成对教师群体的负面印象。

社会、家长、学校多方共识难达成。南
昌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学思品教研员胡
建设呼吁，家长应该对适当的教育惩戒给
予一定的理解和支持。只有社会、家庭、学
校有效结合，才能教育好中国的下一代。

惩戒尺度难把握。南昌二十八中初
一语文老师孙海东认为，惩戒符合心理
学、教育学规律，但不科学不规范就会被
滥用。要使惩戒有效、规范，教师的教育
素质本身要相应提高。（据半月谈）

教师缘何不再举“戒尺”

不敢管 不能管

教师缘何不再
举“戒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