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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孩子的全面素

质将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

整体实力、社会的幸福程

度。”全国政协委员、江苏

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

澎 7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

道”上的发言引发共鸣。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

之大计，也是每个家庭的

大事。当下，学生作业家长

写、教育类App泛滥、孩子

负面情绪等问题广受社会

关注。如何将打着教育旗

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改

到位、改彻底，代表委员对

此展开热议。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的边界在哪里？

“每天下午4点一过就

盯着手机，收集各科老师

布置的作业”“不仅要辅导

作业，还要检查批改、拍照

上传”……一边是深受“折

磨”的家长，而另一边，老

师们也委屈不已：“想让家

长多参与孩子的教育和成

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的边界有些模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和家庭既要有

合作，也要有侧重。”全国

人大代表、东北育才学校

校长高琛说，学生作业是

课程教学的一部分，布置

作业、组织学生完成作业

和批改作业，是学校和教

师需要承担的工作，“学校

应该科学合理制定内容，

让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教

书育人中去。”

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

长刘希娅代表认为，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共同担负

涵养孩子正确价值观、树

立健全人格的责任。学校

教育倾向于通识教育，着

重培养学生在团队协作、

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

家庭教育则侧重于学生个

体的独立发展。

她还建议，学校应把

学生的校外时间还给家

庭，由家长主导，为家庭教

育生活留出足够空间。“家

长也要意识到，接受学校

教育是学生的权利和义

务，父母不能以任何理由

为借口，侵占孩子在校学

习时间。”

总之，“教育不是教育

部门一家的事”，厦门大学

校长张荣代表说，教育好

学生需要学校、家庭、社会

共同努力。

教育类 App 泛滥，是

便捷还是负担？

受疫情影响，“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使得在

线教育迅猛发展。作为“云

端”学习平台的核心载体，

教育类 App 大量涌入市

场。移动上课在带来便利

的同时，参差不齐的内容

也形成了“指尖负担”，亟

待规范引导。

解决这一乱象，在北

大附中集团总校校长王铮

代表看来，要从国家层面

制定相关规范，有针对性

地对在线教育企业的责任

权利做出规定，明晰能做

什么、不能做什么。

“在此基础上，监管力

度还要继续加强。”高琛

说，教育行政部门应联合

网信办、市场监管等部门

综合运用经济、法治、行政

等手段，严格在线教育企

业的准入机制，并对其办

学条件、收费管理、营销方

式等提出标准和要求。

关注基础教育多年的

刘希娅经过调研走访，呼吁

建立在线学习产品管理平

台，对 App 推送的学习内

容、教师资质、开班情况、学

生数量、收费标准等信息统

一录入平台，并对学生、家

长开放查询，进一步促进线

上教育规范有序发展。

此外，她建议由教育

行政部门牵头，由教研机

构、教师、家长、社区人员

等相关利益群体组成社会

监督团体，对在使用过程

中不合格不科学的产品，

应勒令其下架整改。

孩子烦躁抑郁如何疏

导？

内卷、鸡娃、虎妈、狼

爸……流行热词背后流露

出满满的教育焦虑。如何

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他们的心理问题又

该怎样疏导？

“心理健康教育要从

小抓起。”辽宁大学副校长

杨松代表说，积极健康的

心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

的，要靠大人培养，心理健

康教育要渗透到家庭和学

校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

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在高琛看来，一方面，学校

要建立完整的心理健康教

育辅导体系，注重心理教

师的队伍建设，增强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另一

方面，还应加强家校协作，

引导家长提升育人智慧，

共同为孩子营造健康和谐

的成长环境。

心理问题还应寻求专

业帮助。辽宁省辽阳市第

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代

表认为，医疗卫生机构应

在青少年心理状态诊断、

评估和干预过程中发挥专

业作用，对在校学生的心

理行为问题采取必要的预

防干预措施。

“心有阳光才能健康

成长。”苏州大学校长熊思

东代表说，只有推动教育

更高质量发展，才能让每

个孩子都拥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

3 月 1 日，《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试行）》正式

施行。该规则在明确中小

学教师可行使多种教育惩

戒手段同时，也为惩戒权

划出了“禁区”“红线”，同

时赋予学生、家长申诉的

权利，并强调家校合作的

重要性。

新学期伊始，惩戒规则

能成为教师依规适度行使

惩戒权的“底气”吗？学生与

家长们能接受配合吗？规则

能满足“小惩大诫”“因材施

‘惩’”的目标吗？

普遍认可

“我和同学们一起根据

规则有关内容，制定新的班

规。这让班级管理更加有底

气。”广州荔湾区南塘大街

小学六一班班主任李雅斯

在惩戒规则实施首日已和

学生一起进行了学习。

南塘大街小学六一班

莫晓璐说，规则实施首日，

有同学上课吵闹，老师先

是提醒劝阻，对仍不听劝

阻的同学，老师增加他的

作业。

“我觉得罚抄写，罚背

书，罚做卫生，只要不是太

多，是可以接受的，不能接

受的是打骂等体罚。”多名

小学生告诉记者，大多数

同学认可规则确定的惩戒

方式。

部分教师感觉进行教

育惩戒时更有底气了。“以

前有调皮的孩子，我们请

家长协助管理，家长说让

我们罚站，但学校又不允

许。现在明确了规则。”一

位五年级小学班主任对记

者说。

同时，记者了解到，对

规则明令禁止“因学业成

绩而教育惩戒学生”“指派

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

惩戒”“身体伤害，以击打、

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

痛苦的体罚”等“划红线”

内容，大部分教师和中小

学生均表赞同。

南塘大街小学六一班

学生谭晓洛说，最担心因

犯错被孤立，严禁“刻意孤

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

的变相体罚”这条规定让

他放心了。

湖北小学家长张女士

则表示，“适当增加额外的教

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

的规定比征求意见时“适当

增加运动要求”更稳妥。

疑虑仍存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

有规则做“靠山”，但在教

学实践中，教师“不好管”

“管不好”的问题恐仍无法

短期内完全消除。

——平衡教师“合规

惩戒”与学生“个体感受”

难。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

认同惩戒规则的学生，对

各类惩戒方式的个体感受

差别很大：有初中生认为

青春期越惩戒越叛逆，会

适得其反；有小学生认为

罚站一节课太重，罚抄多

于一遍不可以，如果取消

参加“春游”这样的集体活

动太残忍；还有学生认为

罚做特定公共区域卫生，

如厕所，无法接受……

多名教师表示，学生

个体感受差异大，拿捏惩

戒“度”稍有不慎，对学生、

教师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规则规定，为避免危

险品入校，可翻看学生书

包。但我担心一旦误判，会

给学生造成心理伤害。”李

雅斯说。

——平衡“合规惩戒”

与“责任焦虑”难。“教育惩

戒可能引发部分不可预见

的情况，教师惩戒力度和

处置方式如果把握不好，

可能会引发家校矛盾，还

可能对教师造成伤害。”广

州沙面小学副校长黄宏杰

说。

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

教师楚云也表达了类似顾

虑与困惑：合规惩戒行为

如果引发了学生身心安全

问题，教师是否要担责？

“暂停或限制学生参加集

体活动”若引起青春期学

生叛逆或过激行为，教师

应该如何处理？

“有些学生心理十分

脆弱，一旦惩戒后发生了

自残、自杀、抑郁等情况，

教师很难说清楚责任。”为

多所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的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曦说，厘清惩

戒行为责任的前提，是在

教育惩戒中实现“过罚相

当”，但当前“过”与“罚”是

否相当却难以量化，这成

为落实规则的一大难点。

——平衡与家长教育

理念的分歧难。多名受访

中小学校长表示，部分家

长见不得自己孩子接受任

何惩戒的“玻璃心”往往成

为依法行使教育惩戒的重

大障碍。

有老师告诉记者，规

则规定对“故意不完成教

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

育、管理的”可以实施必要

惩戒，但“故意”一词难以

确定，容易引起教师和家

长间争议。常见的情况有

因家长擅自免去孩子作业

引发的争议等。

“对打骂同学、老师，

欺凌同学等行为实施惩戒

时，如果家长硬是不接受

让孩子‘停课或停学’，惩

戒如何落实？”楚云认为，

“家校合作非常重要，如果

家长不配合，依法惩戒难

免沦为‘空中楼阁’。”

且行且完善

多名教育工作者和专

家强调，教育的目标始终

是立德树人，即便惩戒也

要尽量“小惩大诫”、因材

施“惩”，这要求教师们不

但要依规“好好管”，更要

设法“管管好”。

“比如有学生出现不

文明用语或行为，让他们

背论语可能比简单罚站更

有效；对于不同性格特点

的学生，也应考虑采取不

同的惩戒方式。”李雅斯认

为，合规是前提，最适合的

惩戒方式仍需要教师根据

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不断探

索。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教授陈先哲建议，

要对广大教师群体进行普

法教育和规则的学习教

育，提升相关培训效能，全

面增强教师的专业能力。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

博士后谈子敏表示，应建

立教育惩戒权的监督、救

济机制，如在学校中建立

方便、简易的学生投诉通

道，利于学生维权；明确惩

戒权不当行使给学生造成

侵害时的法律救济途径；

对于教师依规行使惩戒权

而遭受处罚的情况，也应

建立相应的权利救济机

制。

“家校互动是很重要

的，充分沟通有助于消除

矛盾，形成教育合力。”黄

宏杰建议校方应做好惩戒

行为备案以及效果跟踪记

录，以便家长全面掌握情

况，教师也能通过这些记

录更好了解学生的成长历

程，采用最优教育手段。

“教育焦虑”如何破解？
文/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马卓言 吴 雨 申 铖 胡 喆 李 铮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施行：“戒尺”还烫手不？
文/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杨淑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