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具有情境性，能够引发反思、产生有价值的

启示。
２．合法化原则。 教育惩戒能够发挥其教育价

值，但在具体实施中存在背离教育目标或突破合

理边界的风险与事实，产生负面影响，这是教育惩

戒面临争议的主要原因。 因此，教育惩戒需要以

法治化为实施条件。 一方面，通过立法授予学校

和教师以教育惩戒权，使教育惩戒有法可依。 当

然，学生也可以依法就所受惩戒提出申诉和救济

请求，学校或者相关部门应依法开展行政复议等。
另一方面，要在相关法规中明确教育惩戒实施的

范畴、程序及方式等，确保教育惩戒合理、规范、有
效。 从另一个角度讲，教师依法实施惩戒，还是对

自身的保护。
３．伦理性原则。 学生因受到惩戒而进行反

思，进而改变自身行为，这是教育惩戒的基本作用

机制，即教育惩戒必须使学生获得不利性体验，但
这种负面体验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实施惩

戒时必须充分考量学生的身心承受能力，确保惩

戒不损害其身心安全；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

等的，惩戒以不侵犯学生的人格尊严为前提。 在

新加坡，法律规定教育惩戒一般只针对男生；我国

台湾《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

法》明确禁止“教师以言语羞辱学生” ［２］（Ｐ１６）。 从

本质上讲，教育惩戒遵循伦理性原则也就是要真

正把学生当成“人”。
４．多样化原则。 教育惩戒是必需的，但教育

惩戒只是教育与管理的多种形式之一，而且在

总体上居于辅助性位置，除了在较少的特殊情

境下需要发挥惩戒的强力作用，大多数场合下

是配合其他教育或管理方式来实施的。 在总体

上，教师或管理者应根据需要采取适宜的方式。
在实施教育惩戒时，教师应根据惩戒对象的年

龄、性别、个性及事由的不同而选择适当的惩戒

方式。 再者，从教育惩戒的形式来看，惩戒并不

总是冷冰冰的，它可以是有温度的教育或管理

艺术。 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 一文中所描述

的，女教师用教鞭假装“惩戒”学生，被惩戒者却

在“大伙儿笑了”的氛围中感受到了教师的爱，
受到了感化，这就是一种高超的惩戒艺术，教师

应自觉追求教育惩戒艺术。

四、关于我国实施教育惩戒的若干策略

（一）教育惩戒的法治化建设

在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教育惩戒必须纳入

法治化建设。 在国家层面，应在《教育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中明确赋予学校和教师以教育惩戒权，
并就惩戒权的具体实施方式以“教育惩戒实施规

范”等形式加以解释。 与此同时，对《义务教育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中关

于“禁止体罚、变相体罚”的条款作出修改，使之

与基本法的要求相一致。 在地方层面，应探索制

定本地区的教育惩戒条例，例如在地方性教育法

规中增加教育惩戒权条款，或者在国家法律指导

下进一步制定独立的教育惩戒实施办法。 在学校

层面，各级各类学校应以国家法律为依据，在学校

章程中载入惩戒相关条款。 使学校章程关于惩戒

的条款更加具体化，并且具有“本土化”特征。
在教育惩戒的法治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商

讨、明确几个重要问题：其一，重新界定体罚、变相

体罚的内涵，在体罚与教育惩戒之间确立明确界

限。 目前相关法规文件中列出的“体罚、变相体

罚”过于宽泛，在对学生过度保护的同时，挤压了

教育惩戒的实施空间。 其二，惩戒的量度问题，即
如何从技术上判定教育惩戒的适度性，以明确界

分教育惩戒与体罚。 无法量度惩戒适度性，惩戒

就容易陷入纠纷。 其三，如何平衡教师作为惩戒

者的自由裁量权和法规的刚性原则间的关系。 学

生个性及行为高度多样化，教育情境因此而变化

多端，具有显著的即时性、瞬时性，教师无法严格

按法定的程序实施教育惩戒，且法定的惩戒方式

也无法适应于多变的教育情境，这就要求教师拥

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个裁量权多大才是合

适的，不至于违背基本的法律精神，需要作出专业

的设计。 其四，师生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即当教

师、学生认为在惩戒中遭遇不公平对待时，需要诉

诸法定途径来申诉，故法规中必须规定相应的申

诉和救济条款［１７］。 以上诸问题需要在教育惩戒

立法中妥善处理，否则教育惩戒就难以有效落实。
（二）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须正确定位

从以往因教师惩戒学生而引发的纠纷案例中

来看，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常常做出不利于教师

的处理结果。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和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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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依法拥有对教师的部分管理权，包括行政

处罚权，但在师生纠纷中将教师定位于无限责任

的承担者，或者在缺乏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教

师做出诸如违背师德、取消评优晋职资格、调离工

作岗位等裁定，是不合规、不合理、不公平的，甚至

是对教师合法权益的损害，对于教育文化、教师文

化造成了很大伤害，破坏正常的教育秩序。 之所

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校和教

育行政部门定位发生偏误。 具体来说，学校与教

育行政部门不仅仅是教师的管理者，还是教师合

法权益的保护者、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者。 学校

正常运行、教育行政部门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必须

仰赖广大教师，故学校和行政部门还需要明确其

教师服务者的角色，爱护教师，呵护教师成长，支
持教师合理的教学与管理行为，有力抵制外界不

当干预，捍卫有教育秩序。
为此，在面对因教师惩戒而引发的纠纷中，学

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
既不偏袒教师，但也不应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委

屈教师。 应对事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科学决

策，做出公正、合理的处理方案。 在此过程中，应
正确认识教师惩戒行为的性质，明确教师行为是

属于惩戒性教育评价还是涉嫌违法侵害，或者违

背师德师风，避免简单粗暴地给教师定性，伤害教

师尊严，影响教师职业成长。 此外，学校和教育行

政部门在面对师生纠纷以及舆论困境时，应具备

良好的公共关系处理能力，有力、有礼、有节地应

对危机，维护和培育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信任。
（三）学校教育惩戒方案的制定及其规范

教育惩戒立法为实施惩戒提供了基本指导，
学校还需要依此制定更加具体可行的惩戒方案，
甚至不同的班级也有属于自己的管理规定，而且

教师基于教学管理的需要也会制定自己的课程管

理、课堂管理规定，而班级管理和课堂、课程管理

势必会借助惩戒来达到管理效果。 学校乃至更微

观层面的教育惩戒具有最终的实践价值，但这个

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以惩戒方案本身具有科学性为

前提的，即学校、班级及教师在制定惩戒方案时是

否遵循了应有的程序和原则，这会影响到惩戒实

施的效果。
学校内部惩戒方案的制定无外乎两种方式：

一是学校或教师作为单一的制定主体，二是利益

相关者共同参与制定。 教育惩戒方案及其实施会

对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产生影响，利益相关

者共同参与惩戒方案制定，更加符合现代教育民

主原则，即各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立场就如何

制定、实施惩戒发表观点，经过一个协商、博弈的

过程最终形成共识和决案，这个决案是各方权利

与责任的契约，兼顾了各方意志和利益要求，因而

对参与各方均有规制作用。 显然，在我国现阶段，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制定惩戒方案尚不具备充分

的实施条件，如各方参与能力和对教育及教育惩

戒认识的局限性、协商决策可能导致的低效等，都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由学校或教师作为单独的制

定主体更具有可行性。 但学校或教师单方面制定

惩戒方案时，须遵循法规或章程的基本精神和原

则，充分尊重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依法按程序实

施信息公开，包括惩戒的目的、程序、手段以及惩

戒主体双方的权利与责任等信息，并积极回应各

方提出的质疑、建议等，进而做出调整。
（四）引导家长理性参与学校的监督和管理

从以往因教师实施惩戒引发的纠纷案例中，
学生家长常常因为情感因素而不能客观地理解子

女被惩戒的事实和意义，将惩戒等同于一般意义

上的体罚，从而成为事件升级的助推者。 但学生

家长作为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拥有监督学校

办学、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且从家校合作的角度

来说，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也需要家长介入。
所以，教育惩戒的实施必须充分考量家长因素，获
得家长支持，引导家长理性参与学校监督，在家长

的理性参与之下实现惩戒的价值。
为此，学校在协调与家长的关系过程中，应重

点做好几点工作：其一，家长了解教育，懂得学校

教育规律和教育惩戒的意义，从而能够合理定位

自身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与职责，这是实施教育

惩戒的重要前提，因此，学校应通过有效的家长培

训来共建以孩子健康成长为取向的价值观，提高

家长的教育素养，建立家校合作的基础。 其二，重
视家长参与，但以保持学校教育的独立性为前提。
如果家长过度介入学校教育，对学校形成不当干

预，会损害学校的独立性，危害教学自由，这就需

要通过家校协议等形式明确双方的职能和责任边

界，确保互不越界。 其三，建立合理有效的家校沟

通机制，应高度重视家长委员会的规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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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挥委员会在沟通家校关系方面的作用，包
括在家校或师生纠纷中，家委会应以正式组织的

角色介入其中，理性、专业地促成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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