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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对于教育是否需要惩戒、惩戒的
力度该如何把握等问题，河南教师教育研究中
心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
惩戒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万山认
为，适当惩戒是教育者的权力和义务。“适当保
留对学生的惩戒，不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律
意识，也能有效促使学生形成严谨的学习态度
与行为规范。”徐万山认为，新课改要求对学生
实行“赏识教育”，然而教育工作者发现赏识教
育并非对所有教育对象都适合，出现了一种“教
育浪漫主义”的尴尬局面。还有一种是“关爱教

育”的尴尬，因为爱的不适当，效果与愿望是相
反的。“不论是哪种教育尴尬，都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教育者适当惩戒权的缺失。”徐万山说，在
教育过程中，该反对的不是惩戒，而是体罚与变
相体罚，因为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惩戒是合理
的、适度的、有助于孩子成长的处罚，而体罚则
是以伤害孩子身体、心理为前提，阻碍其健康成
长的处罚。

河南教育学院教育系副书记段茹宏认为，
教育中需要惩戒，但是必须有一定的原则，首先
要让学生和家长从心里接受惩戒的措施和行
为，温馨班规的形式可以借鉴。

话题：北川民众返回老县城
祭奠遇难亲人

网友发言

愿逝去的同胞安息，幸存的同胞更加
坚强！ 江西赣州网友

物是人非，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场我
们80后经历的第一场惨重灾难，我的四川
兄弟姐妹，父老乡亲，祝你们在新的地方更
好地生活！ 北京网友

珍爱生命，善待身边每个需要爱的
人！ 云南昆明网友

默哀，为了悼念逝者，更为了鼓起更大
的勇气坚强地活下去。

直到如今，一不小心触碰到关乎5·12
这个日子的神经，眼泪便总也止不住。

是的，我知道，这是我一辈子的痛，不
只因为那天我就在距离北川几十公里外的
小镇，更因为经历过的一切。相信这一
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痛，更是全人类的
痛。但痛过之后，我们会拭去泪水大踏步
向前走。

请安息吧，天国的亲人们。
河北石家庄网友

天天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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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游走在惩戒和体罚间的班规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扔一次碎纸屑，被罚倒一个星期的垃圾；课桌椅没有按照规定摆放，要站着听一节
课……二七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如果犯了错，就会受到相应的惩戒。昨日上午，由河南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小学教育惩戒研讨会在二七区实验小学召开。“没有惩戒
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不少教育理论家持这样的观点。但在国家法律明文禁止对
学生进行体罚的情况下，这种惩戒教育尝试无疑会引起一场争论。 晚报记者 张勤

约束
学生自己定，班规各不同

从上学期开始，二七区实验小学开始
实行“温馨班规”，最开始只是在高年级开
展，现在已经推广至全校。“不过，一二年级
的孩子自制力较弱，一般不强制制定班
规。”该校一位负责人说。

四（1）班的班规共有11项内容，包括：
上学迟到，在操场上罚跑5圈；桌椅摆放不
整齐，没收凳子一天；作业不按时完成，当
天所有副课不上；见了老师不问好，敬 50
个标准队礼；在墙上乱涂乱画，一个星期交
15幅美术作品……

六（3）班的班规是这样的：说脏话、骂
人，向对方说“对不起”，取得原谅后，唱两
首歌；课间打闹、做危险游戏，罚跳圆圈舞
（或写1000字说明文）；带手机、带零食、玩
具，暂由老师保管，家长来领，罚做 5件好
事；放学不回家，一周不准上体育课……

三（1）班的班规还约束了老师。班规
最后一条是“老师不能拖堂”，如果拖堂，当
天必须不布置或少布置作业。同学们说，
自从制定了班规之后，老师再也没有拖
堂。班规中还有一条处罚措施是：学生犯
了错误，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反思10分钟，
或练习站姿5～20分钟。

该校三年级至六年级，每个班都有自
己的班规。“这些班规都是由学生提出来，
然后讨论通过的。”不少班主任说，因为得
到了全班同学的认可，违反班规的同学都
会自觉接受惩戒。

惩戒
倒垃圾、罚站，就是因

为违反了班规
四（4）班的男生晓宁要倒一周的垃

圾，原因是他和同学打闹，扔了一地碎

纸屑，违反了班规。据晓宁说，垃圾站

在校园的一角，而教室在 4楼，两者的

距离较远。“现在我很后悔，再也不乱扔

纸屑了。”

五（1）班的小明因为放学后没有把

桌椅摆放整齐，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发现

椅子不见了，原来这也是违反了班规，

椅子被挪到了教室外。无奈之下，小明

只好站着听了一节课，并承认错误，才

拿回了自己的椅子。而晓鹏因为犯了

错，不得不拿一项自己平时最喜欢做的

事情作为惩戒交换。“我平时最喜欢看

电视，所以惩戒方法是一周不能看电

视。”晓鹏说，妈妈还签了字保证监督他

不看电视。

二七区实验小学曾经给家长发放问卷调
查，设置的问题有“学生有了过错，学校能否采
取适当的惩戒措施？”“您的孩子犯了错，您是如
何对待的？”“您所使用过的最有效的惩戒措施
是什么？”等等，98%的家长认可学校在学生出
现过错时采取恰当的惩戒方法，但是他们同时

也表明立场，坚决反对体罚和变相体罚。
河南省教科所副研究员徐万山也做了一次问

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家长和
老师共472人。从调查结果来看，73.5%的学生认为
学校需要实行惩戒教育，有63.8%的教师认为惩戒
也是一种教育，11.17%的教师认为惩戒就是体罚。

争论

调查
家长赞成“小惩”，坚决反对体罚

对于温馨班规中的处罚方式，有家长认为，
某些方式需要商榷。“迟到了罚跑操场，桌椅摆
放不整齐就得站着听课，这些方式有点过于简
单粗暴。”市民靳先生认为，对于小学生来说，说
服教育应该是最主要的方式。

市教育局师训处处长王海明则认为，现在
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某些学困生来
说，老师单一的说服教育，效果并不明显，这
时候采取一些惩戒措施，也无可厚非。“问题

是，惩戒的措施需要严格筛选。”王海明说，罚
站、罚跑操场，这些已经属于体罚的范围，学
校在制定班规的时候，应该考虑措施是否在合
法范围内。

他认为，即使班规都是由学生同意而制定
的，但老师的引导作用仍很重要。“学生还是未成
年人，其分辨能力毕竟还比较弱，学校不能以学
生同意为理由，而减少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一
些涉及到体罚范畴的班规，应该进行修改。

反方：教育惩戒方式不能简单粗暴

正方：惩戒不可少，但要把握好

周悟空 图

河南教育学院法律与经济系副教授孟俊红说，在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之下，教育
惩罚和体罚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构成侵权行为。“如果老师实施了教育惩罚，但是
由于没有法律支持，很多教师往往不敢也不愿意惩罚学生。”

对二七区实验小学的“惩戒班规”，您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欢迎致电67659999发言。

请
您
发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