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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戒尺”还给老师，还需一份“使用说明书”！
文/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王 阳 谢 樱

伊金霍洛交警
开展集中交通违法整治助力创城保平安

为扎实做好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结合“两防三保”专项行动、“除隐患、防事故，保
大庆”攻坚战部署，近日，伊金霍洛旗交管大队高度重视，科学部署，加大对辖区机动车乱停乱
放、随意变道、不礼让斑马线、非机动车乱骑行、行人乱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教育
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培养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 （李柏林 武建勋）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教师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
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
格尊严的行为。一些教师担
心被扣上“体罚”的帽子，常
常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不敢
管教”。

教育部日前提出将依法
保证教师享有“惩戒权”，引发
社会关注。重塑教师的“惩戒
权”应把握哪些方面？师生关
系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让教师纠结的“戒尺”

“打不得，训不得，调皮
捣蛋的孩子怎么管？”常常让
许多年轻教师困惑不已。山
东济南盛福实验小学校长
高红燕说，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学生只能“夸”不能

“管”，教师唯恐被冠以“体
罚”的恶名，可是这样对孩子
好吗？

北京某小学的王校长
对记者说：“我们学校有位年
轻教师工作热情很高，一次
和学生约定‘谁错了就抄写
20遍’，孩子履诺回家抄写
时，被家长看到了。第二天就
找到学校说这是‘变相体
罚’。”王校长说，按照相关规
定，罚抄作业的确属于“变相

体罚”，于是她就批评了这位
教师。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在
朋友圈发了一句话，让她陷
入深思。

“坚守师德底线，是不
是要放弃教育良知？”王校长
说，从这句话看出来，这位年
轻教师伤心了、纠结了、困惑
了，这件事对他职业态度势
必带来影响。她非常担心因
此失去一位认真负责的好
老师。

湖南岳阳民院附小班
主任陈迎说，大多数学生并
不难教育，需要“惩戒”的是
个别特殊学生。他们本身调
皮捣蛋，性格冲动，是最需要
规训、教导的孩子。如果老师
放手不管，反而是害了他们。

山东省济宁一中语文
教研室主任孙伟说，与过去
相比，现在不少孩子都有些

“玻璃心”。从小在“掌声”中
长大，缺少挫折，稍有不顺可
能就承受不了。面对“想管不
敢管”的纠结，不少教师心理
压力较大，索性“明哲保身”
放弃了责任。

重塑惩戒权的关键环

节

此前，我国《中小学班

主任工作规定》提出，“班主
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
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
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尚缺
乏具体入微的解释，在实践
中造成教师难以有依据地
开展工作。

长沙南大桥小学副校
长张墨雨说，此次提出依法
保证教师享有惩戒权非常
有必要，但还要给教师一份

“惩戒权”的“使用说明书”：
明确哪些行为可以惩戒，例
如，明显有违道德的错误行
为经反复教育无效的，包括
散布不当言论、不尊重老
师、打骂同学、不完成学业
任务等；在惩戒的方式上，
也要规定如何使用、使用到

何种程度，不得滥用，这些
都应纳入监管视野。

湖南岳阳民院附小教
师汤军说，尤其要明确区分

“惩戒”与“体罚”。教师的
惩戒行为是否属于体罚，
需根据学生年龄、健康状
况、身心成长状况以及该
惩戒行为的场所、时间、环
境、形式等综合判定。如果
教师的惩戒属于身体侵
害，如殴打、脚踢、扇耳光、
打脑袋等，或者给学生带
来肉体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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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育需要，教师
则拥有“惩戒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提出，在细化落
实“惩戒权”的过程中，需要
学校依法进行，制订详细的
章程。目前，我国各中小学都
在进行章程制订，要把章程
作为校内行政性文件，将“惩
戒权”落实在学校章程中，明
晰教师和学生的权责。

多主体参与落实教育

责任

受访业内人士、专家认
为，要把“戒尺”还给教师，让
教师有效使用“惩戒权”除
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
需要进一步达成社会共识。
在学生家长支持和理解的
基础上，科学恰当地处理学
生不良行为。

首先，明确惩戒的必要
性。多位业内专家认为，没
有惩戒的教育不是完整的
教育，针对学生失范行为采
取的否定性处理，是一种合
理的他律手段。要把惩罚纳
入日常的教育手段之中，明
确教师的“惩戒权”是完成
工作所必需的。

其次，注重保护学生权
益。长沙南大桥小学教导主
任易伟提出，惩戒学生绝不
能仅仅是“罚”，更应该有

“爱”，老师不能以简单粗暴
的方式与学生沟通，要做到
有深度有技巧。从保护学生
心理健康出发，给予学生温
暖，让他们在惩戒中感受到
爱。

有专家提出，我国新修
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中，专门新增“学生
申诉”一章，学生如对处分决
定有异议，可向学校学生申
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
诉。规定还要求学校处分学
生严格做到“程序正当、证
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
确、处分恰当”。完善的申诉
制度和程序，强化了学生申
诉委员会的职责。对于中小
学生的惩戒，也可以借鉴
开展。

此外，家校合力塑良
好品格。高红燕认为，合理
行使“惩戒权”是一门教育
的艺术，良好的教育会让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
加紧密。受访专家认为，教
育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对
于不良行为的惩戒更是如
此，只有家庭、学校、社会
多主体参与，共同落实教
育责任，才能有效塑造孩
子的健康品格，培养好下
一代。

马达声响起，一艘渡
船缓缓驶离内泽庄，村庄
码头只剩下农妇的浣衣
声。

这是记者近日在广西
上林县大龙湖采访时看到
的一幕情景。开船的是位
老师，叫石兰松，端坐着3
名穿着救生衣的小学生，
他们正前往上林县西燕镇
大龙洞村刁望教学点。

刁望教学点地处石山
库区，石兰松是教学点唯
一的老师。教学点被陡峭
石山环抱，前面是深深的
湖水。石兰松坚持多年划
船接送学生上下学，被称
为“摆渡教师”。

渡船划过的大龙湖，
只见三三两两的村庄错落
分布在临湖的山坳里。在
游客眼中，这里是一幅远
离尘嚣的山水画，而对于
当地村民而言，更多的感
受是出行的困难、土地的
贫瘠。在码头斜坡、门前屋

后，村民们见缝插针地种
植蔬菜。

石兰松小时候也在刁
望上小学。1985年，石兰松
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
正在复读的他听说启蒙老
师病重，特意赶回去看望
这位老师。老师病重时再
三嘱托石兰松，希望他能
留下来，帮助山里的孩子。

他留下后，很快就发
现一个问题。有的村庄的
孩子前往刁望教学点，需
要翻山越岭，村民们担心
孩子的安全，宁愿让孩子

辍学在家。石兰松砍掉家
门口准备留着盖房子的几
棵椿树，请人造了一艘小
木船，自己划船接送孩子
上下学。

在船桨中划过的，是
34个春秋，石兰松撑坏了8
艘木船。这艘名为“希望之
船”的小船，见证了船夫从
青年到中年，也见证了一
拨又一拨山里娃依靠知识
改变命运。在石兰松看来，
如果命运是一条河流，自
己愿做学生走向梦想彼岸
的“摆渡人”。

“梦想，从这里启航”，
是印在教学点入口的一句
醒目标语。尽管地处偏僻，
教学点也配备了多媒体教
学设备，食堂、球场、“图书
角”、体育器材室等一应俱
全。“这是重建后的新貌，
以前非常简陋，教室甚至
长时间不通电。”石兰松比
划着旧照片高兴地说。

上林县教育局副局长
蓝宗之告诉记者，当地党
委政府持续加大投入，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
刁望教学点就先后投入
100多万元重建教学点和
完善教学设施。

“离开教学点的念头，
不是没有过。”石兰松告诉
记者，上世纪90年代，许多
年轻人前往广东务工，每
月拿到的酬劳在1000元以
上。“我当时仅有一两百元
的月薪，家里经济压力很
大。”

石兰松最终选择了坚
守。“3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
一起学生落水事件。”石兰
松说，过去最多时要接送4
个村屯的12名学生，三年
级以上学生转至乡镇上学
后，现在只剩1个村屯的学
生需要接送。

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学

生，石兰松家门前的椿树
也砍了一次又一次。2010
年，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

“希望之船”升级换代，从
小木船变成了铁皮机动
船，单次航程时间从半个
小时缩短到十分钟。石兰
松利用机动船摆渡学生既
快捷，也更安全。

光阴荏苒，石兰松仍旧
一个人在教学点承担起班
主任、船夫、保姆等多个角
色。“最让我欣慰的是，随着
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利好，
学生接受各类教育的机会
越来越多，就业发展也越来
越好。”石兰松说。

石兰松：大龙湖畔“摆渡人”
文/新华社记者 刘 伟 覃星星 胡佳丽

石兰松正在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