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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性意味着教育惩戒的实施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和教育价值。惩戒既是教师的一项基本的教育权，也

是教师教书育人、维护校园正义以及使学生形成规则意识的必要手段。但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中小学教

师如何把握教育惩戒的尺度除了要遵循尊重原则、教育原则、公正原则和适度原则以外，还应该使对话

贯穿于教育实践；营造有利于实施教育惩戒的舆论氛围；遵循学生个体差异区分对待；科学地艺术地使

用教育惩戒；教育惩戒应由教师集体共同担当等教育措施相结合，发挥教育惩戒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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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nature mean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is aimed at achiev-
ing educational goals and values. Punishment is not only a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right of 
teachers, but also a necessary means for teachers to teach and educate people, maintain campus 
justic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rules. However, in practical educational practice, how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grasp the scale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 education, fairness, and moderation, but also make dialogue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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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educational practice; create a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atmosphere for implementing 
educational punishment; treat students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cien-
tifically and artistically use educational discipline; educational punishment should be jointly un-
dertaken by teachers and other educational measure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educational pu-
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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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3 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回应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此《规

则》肯定了教育惩戒的必要性，而且还规定了教师教育惩戒职责和惩戒手段的具体要求。但在实际的

教育实践中，中小学教师如何把握教育惩戒的尺度，并合理合法地实施，将教育惩戒落实到实处，还

需要从教育的立场出发，深刻理解教育惩戒的本质，寻找教育惩戒的真正价值，由此发挥惩戒的教育

作用。 

2. 教育过程中教育惩戒的基本内涵 

2.1. 惩戒是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指“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

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进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1]。此文件界

定了教育惩戒的概念，明确了惩戒的价值，表明了教育惩戒与教育目的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它是以教育

为目的，也就是说惩戒本身只是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教育惩戒的实施是为了实

现教育的价值，使人受益，获得全面的成长，它与学校的教育目标以及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并不矛盾。教

育惩戒不是通过给学生制造痛苦和恐惧来实现的，在对学生进行处罚中，并不是施加痛苦才能起到教育

的目的。真正有意义的惩罚，是通过积极向上的方式引导犯错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行为给他人造成的

伤害，进而激发内心的愧疚，心甘情愿接受惩罚，并主动采取补救措施，遵守道德规范。 

2.2. 教育惩戒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惩罚 

惩戒教育是学校教育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教育方法，它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手段不同。第一，惩罚的

方式不同。多数情况下，体罚指对学生生理方面的惩罚。而惩戒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如果是罚抄作业、

罚站等归为生理性惩罚；像是剥夺物质利益等情况被分为物质性惩罚；此外，像记过或检讨等情况被分

为精神性惩罚。第二，惩罚的性质不同。将教师是否故意侮辱了学生人格、损伤学生身体，其看作是“惩

戒”和“体罚”之间的一个分界线。体罚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身体遭受痛苦，并损害学生身心健康，

而教育惩戒的方式与体罚不同，意在使学生分清是非善恶，改正错误[2]。第三，学生改正错误的动机不

同。惩戒给学生更多带来的是内心的羞耻感和愧疚感，是一种出于学生“自愿”的，通过自我反省来改

过行为。而体罚往往给学生留下“惧怕”的印象，“被动”的屈从，使学生不敢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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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惩罚的方式、惩罚的性质还是学生改正错误的动机来看，教育惩戒更符合教育伦理意义。

惩罚是道德教育的手段，始终以提高学生个人道德水平为出发点，不诋毁学生人格尊严、不对学生身心

健康造成伤害，以教育和挽救过失学生为终点[3]。体罚、变相体罚都是错误的做法，是一种“恶意”的

行为，“体罚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暴行，而且是对人的精神的摧残”[4]。禁止体罚、变相体罚不等于禁

止教育惩戒，这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教育惩戒有着本质的不同。 

3. 中小学教师教育过程中教育惩戒的必要性 

3.1. 教育惩戒是教师的一项基本教育权 

教育惩戒权是教师所拥有的一种教育权力，它有利于维持教育教学秩序的正常以及教师惩罚失范学

生的权力[5]。马卡连柯认为，凡是需要惩戒或必须惩戒的情况之下，教育者就应该使用惩戒，惩戒不仅

是教育者的一种权利，同样也是教育者的一种义务[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履行

批评和制止学生违法违纪行为和现象的义务[7]。在 2019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

(征求意见稿)》指出，教师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8]。因此，教师对学生

的失范行为置之不理，是教师对应当履行的职责的失职，是对自己部分权利的放弃。学生的受教育权与

教师的教育惩戒权之间并没有矛盾，教育惩戒权的使用是教师应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9]。 

3.2. 教育惩戒是教师教书育人的一种方法 

“惩戒”之所以赋予教师惩戒行为的“教育性”意义，是因为它有着明确的教育目的和正确的价值引

导。教师的根本职责是教书育人，教育惩戒作为教师纠正学生不良行为的过程，也是教师育人职责的基本

保证[10]。教育惩戒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育者的适度惩戒对锻炼学生的意志力有

利，使其能适应社会的要求。马卡连柯承认“适度的惩罚有利于使失范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和责任感的培

养，也有利于锻炼失范学生的意志和人格，提高失范学生抵抗和战胜引诱的能力”[11]。教师要明确教育

惩戒的有限性，不能为了惩戒而惩戒进行无效的教育行为，惩戒的手段应该是善意为导向。惩戒的意义不

是就学生的错误而否定其整个人，而是在于使犯错学生在认识到自身所犯错误的前提下，能将接受惩罚当

作是弥补错误、重获道德与人格认可的机会[12]。因此，作为教师不能忽视学生所犯下的错误言行，有义

务和责任对违纪违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教育惩戒，爱护和尊重学生，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 

3.3. 教育惩戒是维护校园正义的正当手段 

马卡连柯肯定了惩罚手段的正当性，他认为“如果学校里没有惩罚，就必然会使一部分学生失去保

障，解决这一难题的措施就是惩罚”[11]。如今，由于学生安全意识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学校里存在

着比较严重的校园欺凌、暴力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给学生带来身心伤害。一些学校因为对学生的教育引

导的疏忽，对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事后惩戒上，也是采取简单的处理方式，

导致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事实证明对违纪违规学生进行口头说教并无效果，还会严重扰乱课堂纪律

甚至全校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学校的平安和谐。同时也说明了教育若是失去了合理的惩戒手段是软弱无

力的，很难得到理想的教育效果[13]。涂尔干认为“惩罚的本质不是让失范学生通过痛苦来赎罪，也不是

让教育者通过威胁去恐吓可能出现的模仿者，而是要维护学生的良知”[14]。他认为惩罚在学校纪律中必

不可少，其能够帮助学生明辨是非，重新树立对纪律规范的敬畏之心。 

3.4. 教育惩戒是学生增强遵纪守规意识的一种方式 

马卡连柯指出：“人是被整个社会教育着的”[11]。学校不是孤立于社会的，学校是社会中的学校，

“学校与其他的社会组织一样，要使教育工作能够正常运行，就必须要用惩罚来维护学校规范的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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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5]。因此生活在学校中的人如同生活在社会中一样也需要遵守学校的校级校规、道德规范和政策法

律。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不仅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且相应处理的事件也会随之增加，这就需

要他们对接受的信息进行加工，运用规则来解决问题，丰富的生活经历才能让学生的规则意识得到强化，

提高道德水平。而由于中小学生社会经验不充足，对社会规则并不了解，常常采取违纪违规行为来应对

所遇到的问题。但是，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他们纠正错误行为的可能性大。

无论是受到惩戒的学生还是其他学生，惩戒教育可以使他们意识到违纪违规行为与惩罚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且还能与教育惩戒的措施联系起来，这使学生知道违纪违规行为带来的后果，强化对规则的认知体验，

并能付诸于行动中来，体现惩戒的价值所在，心甘情愿地接受合乎规则的行为、自觉地抵制违纪违规行

为[16]。在卢梭看来，“我们不能为了惩罚孩子而惩罚，应当使他们觉得这些惩罚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

然后果”[17]。与此同时，也能让针对违纪违规学生的惩罚对其他学生起到教育的作用，能够在今后的学

习生活中引以为戒，建立起遵纪守规的意识[18]。 

4. 中小学教师教育过程中教育惩戒的基本原则 

4.1. 尊重原则 

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人格在慢慢的形成，蔑视和辱骂等行为容易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应该将爱护

学生、尊重学生作为首要。教师职业道德品质其不仅体现在对学生人格尊严的尊重，还体现在教师承担着

教育学生，引导学生的育人职责[19]。但尊重并不是意味着一味的顺从学生意愿，同时教师实施教育惩戒

也要合法合规，这样才能体现教师对学生受教育权的重视。马卡连柯在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

“教育者实施教育惩戒的基本原则在于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要求他”[11]。尊重和要

求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依存，成为统一体[20]。学生出现违纪违规行为，教师要进行及时的制止、批评和

警告等方式的惩戒，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是对违纪违规学生发展的重视，是对违纪违规学生改正过错的能力

的认可，同样也是对违纪违规学生发展潜能的肯定。教师积极回应学生的变化，让违纪违规学生感受到被

尊重与重视，增加学生的自信心，增强学生自身的价值感。因为“只有在受教育者尊重自己的条件下，才

可能有自我教育”[4]。通过教育惩戒让学生懂得遵守社会规则、遵守校纪校规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4.2. 教育原则 

教育活动本身有其特殊的目的，发生的任何一种教育行为都应该跟教育目的相关联。教育惩戒意在

教育，应该从教育本身去研究惩戒问题。合理的实施教育惩戒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育人行为。马卡连柯

指出“惩罚应当是教育。被惩罚者应真正认识到，为什么要惩罚他，并且理解惩罚的意义”[11]。如同苏

格拉底的助产术，教育惩戒让学生感到羞愧，被迫思考，发现原有认识的矛盾，否定原有的认识偏差，

找寻答案，获得真理后形成正确的概念，进而指导其行为[21]。教育惩戒促进学生社会化并养成良好的规

则意识，磨练出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和承担责任的优良品质。《规则》指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时“应

当秉承关爱学生的宗旨、不违背育人规律，达到教育学生遵守规则、改正过错的目的”[1]。教师应该坚

持“育人为本”，遵守教育规律，把握好尺度，将惩戒教育成为有爱心、有温度的一门艺术，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成长。 

4.3. 公正原则 

在实施教育惩戒时，教师应该遵守公平公正原则。在教育实践中，个别教师因为学业成绩、性别等因

素歧视部分学生，对惩戒失范群体没有做到一视同仁，不仅给学生心灵造成伤害，而且也背离了惩戒的公

正性。在实施惩戒时，教师应该做到像洛克所说的“教育者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时，使学生认识到这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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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对他们而言是有必要且有意义的；教育者吩咐或禁止学生去做某件事情时，让学生感受到这不是教

育者随心所欲，情绪影响或者是异想天开”[22]。教师应该根据学生认知偏差所产生的失范行为，使学生

受到相应的教育惩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形成自己正确的认知。教师在处理学生违纪违规行为时，

应当向学生表明自己的决心和不偏不倚，表明任何违纪违规学生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23]。如果教师对学

生的失范行为不及时地进行处理，就会使其他同学的感到不公平而引起公愤，造成心灵上的隐形伤害，导

致其他学生敢于轻视纪律规则的逆反心理，就会失去教育惩戒在集体教育中的威信。只有一视同仁地对待

全体学生，才能让学生对教师的教育惩戒心服口服，只有这样的教育惩戒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4.4. 适度原则 

所谓适度是指无“过”与“不及”的中庸尺度，即以“折中”的方式，不反对任何一端，也不片面

行事的处理方式以达到和谐的状态，遵循孔子所指向的无过无不及的原则处理问题[24]。古人所言：“夫

过与不及，均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圣人之教，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25]。这其中

蕴含着“过犹不及”的道理，凡是都得有个“度”，不使用或过渡地使用教育惩戒，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过度的惩戒不仅会让学生产生痛苦、畏惧等消极体验，还会降低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信心，达不到惩戒的

教育效果。在实施惩戒过程中，如果学生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并意识到自己的违纪违规行为所带

来的后果，并由此产生羞愧感，从而纠正过错，改过向上，那么可以说教育惩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教

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常常根据失范行为，认为其严厉程度应该与失范行为的严重程度相一致。但马卡

连柯对其看法不一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学生的过失行为非常严重，教育者只是使用口头责

备也许是最正确的方式。在另一种情况下，即使学生的过失行为相对而言不是很严重，教育者也应给予

他严厉的惩罚”[6]。所以说，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时怎样把握惩戒的尺度，主要看所采取的手段能否让学

生产生羞愧感，而不应该仅仅是看失范行为的严重性[5]。就像马卡连柯所说的那样“惩罚应当解决和消

灭个别的矛盾，并不再造成新的矛盾”[6]。因此，教育惩戒不应该仅仅关注失范行为的严重性，不应该

夸大或引申错误行为，对学生全盘否定，而是是否能让学生产生羞愧之心，尊重纪律规范，杜绝违规违

纪行为再次发生。 

5. 中小学教师教育过程中教育惩戒的主要策略 

5.1. 营造氛围 

马卡连柯认为“只有当非处分不可，其目的和手段是适度的，并且公众舆论对惩戒的实施者表示赞

成的态度时，才应当进行处分”[11]。可见公众舆论对教育惩戒的实施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实社会中对

教育惩戒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社会舆论影响着教育惩戒的正常开展。如果全盘接受错误的理念或者过

渡的推崇赏识教育的教育思想，将不利于教育目的实现。首先，作为学生应当遵纪守法，因此，要进一

步强化纪律意识、法制意识、规则意识，推动传统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向现代化的转变，将青少年法制教

育课程纳入必修课程，不仅仅要学生学习并运用法律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更应该注重法治素养的养成。

[26]学生在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的同时要接受学校和教师合理的教育惩戒，正视错误，树立信心。其次，

家长也要树立良好的教育观念，经常与学校、教师进行沟通，掌握学生的情况。对于学生违纪违规行为，

家长也要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用自身良好的观念及正确的行动对学生发挥榜样的力量，注重言

传身教。再者，学校的校风校训、班规班风、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及教学态度等都深刻的影响着学生思

想品德的养成，由于学生可塑性很强，因此学校和教师要注重学生思想品德的养成，努力营造良好的人

文环境氛围。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会大众，都应该保持冷静、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为教育惩戒合

理合法的实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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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对话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要是一个学生向你说了心里话，你的教育工作就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以

后情况如何，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怎么样看待和感受你对他心灵所做的合乎人性的触动”[4]。教育者

了解学生的内心真实感受，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则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教育关系的建立和教

育活动的产生取决于师生之间的交往。新型师生关系构成的基础在于对话和理解。对话被认为有助于达

到教育目标、实现教育理想，是师生交往中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教育惩戒中的对话，不仅起着处理师

生关系及传递教育信息的作用，同时也是学生教育惩戒的痛苦体验和后续的行为规范联系起来的桥梁。

从对话的表面来看，它是一种语言上的说服教育，但从本质来说，它更是一种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27]。
使对话贯穿于惩戒教育实践显的尤为重要，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前，应该对学生的犯错动机有足够地了

解，根据学生的情况，使学生有解释原因的机会[28]。在实施教育惩戒后，也应该对行为异常的学生，进

行主动的沟通，化解学生心理的矛盾，使师生之间能相互理解。没有对话的教育惩戒，也许会带来与体

罚相似的结果，体现不了教育惩戒的价值。对于有些学生，犯错次数多了之后，即使受到惩戒教育，也

还是会重蹈覆辙，但对于另外一些学生，接受过一次惩戒教育后，就会纠正错误，改过自新。教师需要

通过与学生对话，让学生认识到纪律的严明，帮助学生理解受到惩戒的缘由，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吸取

教训。 

5.3. 尊重差异 

尊重学生人格的同时，教育惩戒应当注重惩戒手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教育惩戒要因人而异，因材

施教。马卡连柯曾经说过：“教师对学生惩戒时，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每种行为都是带有个别性质的，因

此在惩戒教育问题上是不能开出一张通用的药方”[6]。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认知方式、

性格特征、心理特征都存在差异；还要考虑到一些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特殊家庭的学生，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留心观察，实施惩戒时要充分考虑因人因事因时而异，选择适当的惩戒方式。除此之外，教育惩

戒需要有辩证的思维，认识到学生各种行为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有些时候只是进行言语说服，也会有好

的教育效果；有些时候，即使学生犯的错误很小，但也要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选择适合学生个体的有

针对性的惩戒方式。所谓“长善救失”，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个体的优势和潜力，帮助学生自我定位，

正视自身缺点并克服，树立信心和自我认同感。 

5.4. 集体担当 

“集体是教师的创造。在集体中，如在水滴中一样，反应出的是教师的教育理想和他的世界观”[4]。
马卡连柯认为“教师集体之间只有共同的见解和信念，能够相互帮助，互相信任不猜忌，不一味的要求

对学生的付出就必须得有回报，只有这样的教师集体才能够教育学生”[6]。融洽的教师集体有利于学校

和教师个人的发展。教育惩戒应该是全体教师的共同责任，不应该局限在教师个体身上，通过集体创造

出教育的力量。教师的惩戒权应该通过教师集体来规范和保障。此外，一个良好的教师集体也需要教师

自身不断的提高。教师作为美德的体现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应该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理论知识，树

立正确的教育观，遵循教育规律，将个人融入到教师集体中去。使优秀的教师集体在组织完善学生集体

中发挥作用。 

5.5. 讲究艺术 

马卡连柯肯定“在教育的过程中，连百分之一不合格的或者连一个被浪费了的生命都是不允许有的”

[6]。在他眼里教育是不可能有废品的，认为学生具有无限的潜能。不同的教师，对于同一个有失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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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进行教育惩戒，惩戒效果如何不仅在于如何使用教育惩戒手段，还在于是否巧妙地利用目的、时

机、情境等。因此，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要善于运用教育规律和灵活的教育方法，讲究科学地艺术地

使用教育惩戒。对学生违纪违规行为，教师需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利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善于运用教育智慧。针对不同的学生，灵活掌握方式方法，用一些学习生活中的细节去打动学生，使学

生产生羞愧感，将教育惩戒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激发学生去自我反省。这不仅是教师对学生违纪违规

行为的及时制止和否定，也是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同时，教师在惩戒之后的

干预也尤为地重要，要使学生消除对教育惩戒的痛苦体验，并能发自内心地进行后续的行为规范[27]。 

6. 结语 

教育惩戒是中小学教师教育过程中亟需待完善的重要问题之一，离开了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

育存在的终极目的在于使人更幸福地生活，教育惩戒的本质也是使学生能够获得幸福。教育者自身要理

解和认识教育惩戒的本质和精神内涵，把握好教育惩戒的尺度，从而实现教育惩戒的伦理价值并理性地

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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