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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建设的这些难题如何破？
□本报记者 朱 丹

日前，备受社会关注的《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

则》）正式颁布，并将于3月1日起施

行。该《规则》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属

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

措施、要求等，为学校和教师今后进行

教育惩戒提供了依据。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

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的中小学

教师对教育惩戒总体上持积极态

度，超过八成的教师对教育惩戒的

可行性表示肯定，但他们认为实践

中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这次《规

则》出台后，学校及教师可以对学生

的哪些行为实施教育惩戒？在日常

教学中，如何恰当使用教育惩戒措

施？对此，记者于近日采访了部分

专家和一线教师。

不“惧用”，把握好惩戒的“度”

“教师使用惩戒经常发生问题

的主要原因就是，各方对惩戒的立

场和理解不尽相同。惩戒作为教育

的必要手段，它既不是体罚也不是

管教，但包括教师在内的很多人对

惩戒的概念存在误区，对教育惩戒

适用范围也十分模糊。”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正如

这次《规则》所明确的，教育惩戒不

是对学生的任意惩罚，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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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

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一直以来，惩戒方式或轻或重，都

拨动着每一位教师、家长和学生的神

经。根据不同程度，《规则》将教育惩

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

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一般教育惩戒

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

括点名批评、作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

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

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

课后教导等；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

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

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

人训导、承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

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

或者限制参加游览及其他集体活动

等；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

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

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

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

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这些细则的厘定，不仅具有很强

的操作性，而且坚定了教师们的惩戒

信心。”衢州第二中学教师胡欣红认

为，《规则》一方面针对惩戒尺度划定

了教师行为的七条“红线”，如身体伤

害、超限度惩罚、言行侮辱贬损等，以

防止现实中个别教师将体罚和变相体

罚作为教育惩戒实施；另一方面给实

施正当教育惩戒的教师保驾护航，大

大缓解了教师们的后顾之忧。

采访中，有不少教师坦言，惩戒作

为教育的一部分，它的使用总是处在

不同的情境之下，因而希望可以拥有

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对此，21世纪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建议，各地教

育部门、学校应依据《规则》修订并完

善本校的教育惩戒细则。“学校要广泛

听取校内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意见，详

细罗列教师可以进行教育惩戒的各种

情形。如哪些违规违纪情节，教师可

做出要求学生口头检讨的教育惩戒；

哪些违规违纪情节，教师可增加额外

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等。”他举

例说。

不“滥用”，教育才是惩戒的目的

“《规则》的出台，让我们教师有了

教育惩戒的底气，但这不意味着教师

可以随意惩戒学生。教育惩戒的最终

目的是让学生改正错误的行为，并非

是让他们‘吃苦头’。”杭州市娃哈哈小

学教师沈利红对记者说，“作为教师，

要注意避免‘为了惩戒而惩戒’的情况

发生。”

“的确，很多人在实施过程中会把

惩戒本身当成主要目的，常常表现为

只惩不教或者多惩少教。”在杭州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严从根看

来，教育才是惩戒的最终目的，必须要

让教育成为惩戒的底色。

那么，教师该怎样做到不“滥

用”？严从根指出，首先，在任何情况

下，教育惩戒必须“对事不对人”，体面

对待学生，教师不能因学生行为失范

而贬低其人格和尊严；其次，教育惩戒

规则要合乎教育正义，教师不能从一

己认识或个人情绪出发实施教育惩

戒，同时要确保学生拥有教育惩戒的

诉讼权；再者，教育惩戒必须对学生产

生积极的引导作用，教师要耐心对待

学生。

“另外，教师还要依据因材施教的

原则，根据自己对学生的了解，对不同

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方式惩戒，学生性

格特征、过错过程、动机与效果、心理

状态等因素都应该作为惩戒实施的背

景条件加以考虑。”储朝晖强调，教师

切忌以情感左右惩戒，尤其不能在不

理性的状态下使用惩戒。

针对家长和公众对教育惩戒“滥

用”的顾虑，熊丙奇也提议，要建立健

全调查、问责机制。比如，对学生违

规违纪行为要进行较重教育惩戒或

者严重教育惩戒的，教育部门和学校

应成立调查组，调查学生的违规违纪

行为，并听取学生的意见，最终根据

调查结果依法依规进行教育惩戒。

再如，面对家长举报、投诉教师体罚

或变相体罚学生的情况，调查组同样

需要跟进调查，对于教师依法依规进

行的教育惩戒要坚定支持，反之则不

能纵容、袒护。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如何用好这把“戒尺”

□本报通讯员 胡安娜

每当孩子生日临近，总有家长困

扰：要不要让孩子在幼儿园过生日？

幼儿园生日怎么过？甚至有不少家

长还为让孩子带什么礼物去幼儿园

和小伙伴们分享而绞尽脑汁、愁眉苦

脸。日前，绍兴市元培幼儿园信达银

郡园区中一班的孩子们“破”了这个

题。他们联手制定了《中一班生日公

约》——约定班级以季度为单位为孩

子过集体生日，家长不能把蛋糕和礼

物送进幼儿园。

这份公约起源于一次热烈的家校

讨论，主题是“是否要在幼儿园过生

日”。中一班教师冯丽琴是发起者，她

说，前几天，班里一个孩子忽然兴奋地

跑来跟她说：“老师，今天是我的生

日！”仓促之下，冯丽琴来不及准备礼

物，可还是不想让孩子失望，随即，她

组织全班小朋友一起，为他唱了一首

生日歌，作为礼物送给他。没想到，简

单的生日歌，就让孩子开心得合不拢

嘴，而班里其他小朋友也都羡慕地嚷

嚷想在幼儿园里过生日。于是，这次

讨论应运而生。

“你想在幼儿园过生日吗？”“如果

不能带蛋糕和礼物，你想怎么过生

日？”冯丽琴和搭班教师王霞在征集孩

子们的想法后，又进一步征求了家长

们的意见。家长们非常积极地参与其

中，纷纷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和建议。

“一切为了孩子，我们只是努力地想让

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派对。”王

霞说，基于孩子们的想法和家长们的

建议，大家共同制定了《中一班生日公

约》，新年里开始施行。

《中一班生日公约》明确，班级以

季度为单位为孩子们过集体生日，生

日派对时间由教师事先告知；派对环

境由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动手布置，且

遵循节约原则，生日方的家长勿送蛋

糕和礼物进园；过生日的孩子可在派

对当天制定成长小目标等。“我们将在

公约实施过程中逐渐发现问题，不断

加以完善。”冯丽琴说。

“有了这份公约，孩子们想和同

伴分享生日喜悦的愿望可以实现

了，家长的心里也没有了压力，孩

子们在幼儿园值得纪念的时刻也能

被留住。我们都很支持！”家长徐

丽丽说。

《中一班生日公约》还得到了元

培幼儿园园长王玉莹的点赞和支

持。该园一直是禁止家长带蛋糕、

礼物等来幼儿园的，所以也一直在

探索如何让孩子的生日过得有意

义。“这份公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发。我们考虑往后以学期为单位，

在‘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等

举行的大型活动中穿插过生日环

节，为整个园区上半年或下半年生

日的孩子开一个专属于他们的别样

的生日派对。”王玉莹说。

没有蛋糕和礼物，孩子们的生日该怎么过？

□杨一成

“有一位好校长就有一

所好学校”，这句话早已成

为社会共识，不仅适用于大

学，也适用于中小学甚至幼

儿园。事实上，大凡好学

校，都有一位有思想、敢担

当、善管理、勤反省的好校

长。那么，一位出色的校长

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特质

呢？笔者以为，好校长应具

有以下“四气”。

好校长要有成为教育

家的“志气”。立志当教育家

的校长会对教育的基本规律

有清醒的认识，科学地谋划

学校的发展愿景，制定学生

的培养目标。他应该立足高

远，而不胶滞于现实。当然，

真正能成为教育家的校长毕

竟很少，但如果校长有“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即使

成不了教育家，也能在这条

道上走得更远。

好校长要有优秀教师

的“底气”。有些人认为校

长处于学校的金字塔顶端，

主要的职责是做好管理工

作，而“管理工作都是相通

的”，不必曾是一位出色的

班主任和学科教师。这话

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其实

经不起推敲。教育是个专

业化的行当，如果校长自己的教育教学业绩

乏善可陈，拿什么去指导、评判其他教师

呢？换一个角度说，广大教师内心深处更能

接受的其实是“教而优则仕”的校长。试想，

一位校长，如果以前教学带班没有号召力，

有什么底气去管理其他教师呢？因此，校长

如果是在教师队伍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那

他无论是处理好与师生的关系，还是推动学

校的健康发展，都会是极其顺畅的事。

好校长要有敢说“不”的“胆气”。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一次新闻发布

会上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

面的原因，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额外

工作负担过重，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事项名目多、频率高。还有一些地方和部

门，经常向学校和教师摊派任务，影响学校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占用教师大量时间

和精力。面对大量繁杂琐碎的任务，校长

如果事事承揽下来，势必会有开不完的会、

填不完的表、布置不完的工作，所以校长一

定要分清主次，权衡轻重，敢于拒绝一些与

教育教学工作毫不相干的事项，否则学校

发展的蓝图设计得再美好，也只能是镜花

水月。

好校长要有开拓创新的“锐气”。这一

点可以说最重要，因为它可以反映一位校

长的胸襟、胆魄、思想、能力和智慧。没有

它，学校的发展就缺少了引擎，工作就难以

取得突破性的实绩，自然地，校长想当教育

家的愿望就只能成为空想；即使有优秀教

师的资本，也难有用武之地；拒绝不合理的

额外负担时也会显得瞻前顾后、心虚胆

怯。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校长最需要

做的两件事是创新管理模式和创新用人理

念。校长必须放下身段，以亲民和务实的

姿态，通过直接观察和走访师生等多条渠

道，将学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积弊

一一梳理出来。然后根据问题的轻重缓

急，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切实可

行的应对举措。

好
校
长
应
有
﹃
四
气
﹄

近日，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学生们在“鲁班
田”里为茁壮成长的大豆盖上塑料薄膜。寒潮来临，为
农作物搭建大棚，是该校学生的劳作必修课。

（本报通讯员 吴 妍 摄）

纸杯、塑料纸做的筒灯，酒瓶做的万花筒……在衢州
市衢江区实验幼儿园的教室里，这些都是来自萌娃们的
创意。该园教师带领孩子手工自制玩具，巧用光影，理解
影子和色彩的形成，感受生活中的科学。

（本报通讯员 吴铁鸣 徐成效 摄）

视点第

本报讯（通讯员 张宇璐
钱佳芹）2021年刚刚到来，不少

学校都举办了自己的新年活

动。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今年

的新年活动还是和往年一样：让

学生运用科学知识来给学校的

年猪称重。今年，已经是他们新

年称年猪的第四个年头。

2017年，该校开始在校园

里养猪，猪圈和学校屋顶的菜

园、食堂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副校长钱佳芹介绍：“学校致力

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将所学

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所以才有了

每年一度的称猪活动。”

学生们每年使用的称猪方

法都不同。比如前年，学生在

沙坑上放一张桌子，记录桌角

下陷的初始位置，然后把猪笼

和猪抬上去，再标记一次，按照

刻度来等效替代，去掉笼子净

重，得到猪的重量。去年，学生

选择利用杠杆原理来称猪，不

过学校里的猪大约有100公斤

重，市面上找不到合适的秤，大

家就索性自行设计了一个大杆

秤。每次称猪前，学生们都会

经历一次头脑风暴，提前想到

各种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

并备好不同的解决方案。

今年，科学兴趣小组的学

生在教师金磊的指导下，也给出

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利用阿基米

德定律和等效替代法的科学原

理，效仿曹冲称象的方式进行称

重。同时，该校决定向全市中小

学生“招投标”，征集称年猪方

案，欢迎所有爱科学的小伙伴来

挑战。

金华小学生自创绘本
送给千里外的小伙伴

本报讯（通讯员 吴 璇）“这是离堆小学校发过来的

视频，那边的孩子收到我们赠送的自创绘本，看得可起劲

了。”日前，金华市宾虹小学校长余艳双向同事们展示了一

则暖心的小视频。视频中，四川省仪陇县离堆小学校的学

生正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本色彩缤纷的绘本在阅读。

离堆小学校是宾虹小学的“互联网+”结对学校，一

直接受宾虹小学的教学和研训帮扶。此次宾虹小学赠送

的绘本，都是该校学生自创的。一套画笔、一叠白纸，构

成了一幅幅美妙的图画、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学生们或

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或进行真实生活的记录，虽然笔法

稚嫩，但都特别具有童真。

自创绘本有不少是教材的延续。如童话《狐狸与乌

鸦新编》塑造了聪明机智的乌鸦形象，故事里的乌鸦还创

作了一首在动物中流传的歌谣。形式上，有的绘本被制

作成可以展开的立体书，有的用上树叶等素材粘贴，有的

则被裁成刺猬、苹果等各类有趣的形状。

新年称年猪 杭州这所学校有妙想

“捕光捉影”中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