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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权”不能省了“教育”两字
罗容海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
确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
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要求。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专门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明确实施
教育惩戒权的原则，研究制定
实施细则，抓好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 修订工作，保障
教师有效行使教育惩戒权。

与政策发布遥相呼应，备受
社会关注的“20 年后打老师”案
宣判，被告人当庭表示上诉的新
闻也增加了社会公众对于教师
教育惩戒权的关注。事实上，目
前的现实状况正如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所言，过去这
些年一些程序性的规定不是很
严密、不是很规范甚至缺失，也
影响了教师正确地行使教育惩
戒权，突出表现为，现在有的教
师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实际
上这是对学生一种不负责任的
态度。另外还存在一些过度惩
戒的行为，甚至体罚学生，这也
是不合适、不应该的。

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数据，
同样印证了上述两个“突出表
现”。据 2015 年教育部一项名
为“教师惩戒权研究”的调查
显示，当被问及“您认为教师
有惩戒权吗”，1000 多份问卷

中，认为教师拥有惩戒权的人
只占 56.1%，而认为“没有”者
竟 达 29.2%，“ 说 不 清 ” 者 占
14.7%，对教育惩戒权的认识模
糊普遍存在。在媒体采访中，
不少教师直言，教师惩戒权作
为教育者曾经天赋的权力，正
在悄然消失。“面对违规学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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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对于教育惩戒
权的内涵外延、规则程序以及
相关的配套制度，依旧值得辨
析和普及。道理越辩越明，对
教育惩戒权进行广泛而深入的
讨论，有助于推动教育理念进
步和教育行为改进。

首先，《意见》中提出的教
育惩戒权是完整而严谨的提法，

《意见》明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惩戒权，而是专指教育意义
上的惩戒权，非指向教育目的
的惩戒、非教育形态下的惩戒，
均不在确认之列。比如不是出
于对学生的关爱、保护，不是
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愿望出
发来实施的惩戒，或者不在理
性、冷静状态，不合乎现代教
育规律的方式方法的惩戒，甚
至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反教
育的惩戒等等。所以，教育惩
戒权的表述完整不可分割，切
不可省了或少了“教育”两字。

甚至可以说，教师并没有脱离
“教育”的惩戒权。

其次，《意见》中的教育惩
戒权有明确的边界和程序，无
论是民国时期大教育家陈鹤琴
笔下认可的“友谊式的劝导、
命令式的警告、揭示姓名、分
座”等方式，或者是当前教育
实践较为普遍的“语言责备、
隔离、剥夺某种权利、没收、
留校、警告、处分、停学和开
除”等方法，其边界和程序均
应清晰明确，并在实际操作中

留有因人因事而异的灵活性。
此外，《意见》倡导的教育

惩戒权应该有配套的系统措施。
在赋予和明确教师的教育惩戒
权的同时，也该同时明确学生
的权利救济途径，并应该加强
对于教师行使该权力的外在监
督，确保其在规则和笼子里运
行，并严格禁止体罚或变相体
罚，防止“20 年后打老师”的
悲剧再度上演。

陈鹤琴先生坚信“从理想
上说起来，学校如果办得完美，

自然就用不到惩罚；但是学校
不容易办得完美，惩罚一事，
也就不能废除了”。出于积极的
教育观考虑，即便确认了教师
的教育惩戒权，我们仍希望某
些较为严厉的教育惩戒能像鲁
迅笔下三味书屋里先生的戒尺
和罚跪的规则一样，“不常用”
甚至“用不到”。

（来源：7月16日《光明日
报》 作者：罗容海，系北京
师范大学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发
展中心执行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
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
设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要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
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
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
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
蜕化变质的贪官。”（以下简称

“四官”）
党的干部要践行新时代

好干部标准，保持一生不做
昏、懒、庸、贪的“四官”，非有
强大动力支撑不可。那么，此
中不竭的动力从哪里来？

不竭动力从坚定的理想
信仰中来。革命年代，无数先
烈的英雄事迹证明，一个人为
了信仰，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也在所不惜。今天，要抵御
昏、懒、庸、贪的官场流行病侵
袭，理想信仰是最强的免疫
剂。一个领导干部，面对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
艰巨历史使命，只有心中存有
信仰，才会自觉增强政治敏锐
性、提高政治鉴别力、提升政
治领导力，才会自觉树立“四
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为

宣扬理想信仰而积极奔走，为
实践理想信仰而奋斗不止。
也只有这样，“四官”的劣迹才
能荡然无存，忠诚、干净、担当
的品质才能顽强地生长。

不竭动力从为国为民的
情怀中来。战争年代的方志
敏、和平年代的焦裕禄、殉职
在扶贫路上的贫困村第一书
记黄文秀，他们的一生证明了
一个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一
个干部情怀有多大，人生舞台
就有多大，人民对他的铭记就
有多深。新时代、新征程，党
员干部要心中常思民之疾苦，
常思国之安危，常思党之存
亡。情怀大了、站位高了，就
会把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
兴、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生命
还重要，就会在金钱、权力、名
利、美色的诱惑面前，保持人
生定力，远离昏、懒、庸、贪，远
离“七个有之”，自觉做到“五
个必须”，在“四大危险”“四大
考验”中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愈战愈勇、胜利凯旋。做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
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书写不负祖国、不负人民、不
负党的优秀人生答卷。

不竭动力从做成大事的
幸福中来。“其作始也简，其将
毕也必巨。”现在，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但近年来的国内外形势
反复告诉我们，越是接近目标
的时候就越是遇到阻力最大
的时候，也是情况最复杂、矛
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时
候，我们不可能敲锣打鼓、轻
轻松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当一个干部有了立
志为国为民为党做大事的鸿
鹄之志，有了“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的价值追求，就必定会
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宽阔胸襟和历史担当，远
离“政治麻木、办事糊涂”“饱
食终日、无所用心”“推诿扯
皮、不思进取”“以权谋私、蜕
化变质”，找到自己建功立业
的战斗岗位，感悟生命有限、
为官有限、奉献无限、幸福无
限的高尚境界。

（来源：7月16日《光明日
报》作者：文凌元，系中共广元
市委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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