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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惩戒的中庸之道 
韦东霞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330224） 

摘要：中庸思想具有适度性、整体性、和谐性、差别性等方面的特点，强调在情感和行为上都要符合“中”，达到和谐的状态。

教育惩戒作为德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要坚持中庸之道。研究针对当前教育惩戒中存在的问题，从中庸思想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策

略，并对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时如何把握中庸思想提供一些具体建议，以丰富中庸思想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引导教师合理实施教育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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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问题近几年受到广泛的关注，也引起各界激烈地争

论。2019 年通过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对教

师实施教育惩戒具有指导意义。在实施《规则》时，教师应该怎样

把握惩戒的限度，并且不失教育惩戒的温度，是教育惩戒实施是否

有效的关键。而当前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

难以把握教育惩戒和体罚的限度，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忽视学生的个

体差异等。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把握中庸思想的内涵，并且运用

到教育惩戒的过程中。 

一、中庸思想的内涵 

“中庸”一词始见于孔子《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

至矣乎！民鲜久矣。”［1］但是并没有给中庸做出明确的解释。子程子

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这里的“中”意为不偏不倚，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点，“庸”

是“平常”的意思。 

“中庸”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过无不及的适度性。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不能达到中庸

之道是因为贤能的人做事超过了限度，没有才能的人做事不够到

位。“中”并不是折中主义所倡导的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而是

位于“过”和“不及”之间的动态平衡点[2]。所以中庸的适度性不

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依据情况而改变的。由此可

见在情感和行为上都要讲究适度原则，把握分寸，否则就会走向极

端，打破平衡。 

（二） 执两中用的整体性。 

应该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权衡利弊，从而使事物

向中道的方向发展。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和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都

不是对事物全面的认识，而中庸就是全面考虑。中的本质是包容，

无论是中央、中间、当中等，无不蕴含着包容的意味。因此，中庸

是对事物全面的把握，充分考虑各个方面后得出的具体可行的策

略。 

（三） 依时而中的灵活性。 

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

无忌惮也。”“中”是依时而中、因地制宜的，“庸”意为情感和行

为达到适宜的基础上而做平常用。而非机械地取两端的中点不知变

通。如朱子曰：“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3]中庸

并不是机械的教条，而是根据时代，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化。因此要

把握中庸之道必须要与时俱进，考虑到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特点，

来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恰到好处地对具体问题做出正确的处理。 

（四） 因和致中的和谐性。 

《中庸·天命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

所偏倚，故谓之中。”喜怒哀乐是情，当其未表现出来时是性即“中”，

当情感表现出来时要合乎礼节即“和”。朱熹认为“中和”是从人

的性情而言的，"中和”即是人的性情之德。[4]“情”是人的情感，

是“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与人相处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

处理事物时要合理表现性情，才能达到“致中和”的境界实现人与

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统一。  

二、教育惩戒存在的困境 

（一）教育惩戒目的偏离 

教育惩戒的目标可分为两类：第一是为维护教学秩序(惩罚目

标) ; 第二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教育目标)，双重目标共同存在。
[5]前者是通过强制的惩戒来改正学生错误，从而维护正常课堂教学

秩序; 后者是结合各种德育手段，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内心触

动，主动改正错误。惩罚目标是通过外在的强制手段来使学生服从

于教师的规则，处于对社会规范的遵从阶段，具有被动性和盲目性。

而教育目标是为了促使学生对社会规则的认同和内化，是从内向外

的，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前者是教育惩戒外在的初级目标，而后

者是教育惩戒内在的更高级的目标。 

当前很多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只考虑到惩罚目标，而忽视了

其教育目标。当学生出现不当行为时，教师只是机械地依据法律规

定对学生进行了惩戒，目的是为了维持课堂秩序，完成自己的教学

任务。这样的惩戒目的往往导致教育惩戒治标不治本，受过惩戒的

学生任然屡次犯错。因为这样只是把惩戒视为教学手段，没有考虑

到它更为重要的德育功能，学生在受到教育惩戒后只是表现出对教

师权威的服从，而不是对道德规范的认同和内化。 

（二）教育惩戒很难把握实施的“度” 

教师在具体实施教育惩戒时难以把握好惩戒的“度”，很容易

滑入到“体罚”和“变相体罚”的范围。《规则》虽然明确禁止了

七种具体的惩罚方式，但是在规定惩罚措施方面还存在很多模糊

性。例如，其中规定了 3 大类和 14 种具体的惩戒措施，包括违纪

情节轻微、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但是关于不同的错误采取什么类

型的教育惩戒措施，以及错误的严重程度对应教育惩戒的轻重程

度，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标准，难以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执行。如果

教师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甚至惩戒不当导致“体罚”，不仅会打

击学生的自尊心，使学生产生叛逆心理，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并

且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难以达到惩戒的教育目的。 

（三）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忽视学生的差异性 

《规则》的制定只是对教育惩戒实施的规范和指导，但是教师

不能把它当成实施惩戒的教条。学生身心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差异性

的特点，这要求在实施教育惩戒的时候考虑到不同阶段学生身心的

差异。首先，实施教育惩戒时没有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对低年级的学生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采取过于严格的惩

戒措施，反而难以达到惩戒的目的，会导致学生产生对抗情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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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实施教育惩戒时容易忽视学生的身心差异。教师在惩戒的过程

中往往采取“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来保证惩戒的公平性。这样的惩

戒是一刀切的做法，忽视学生自身的特点，简单粗暴地对所有犯错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惩戒措施，会使教育惩戒成为一种刻板制度，难

以发挥教育惩戒的德育功能。例如同样是采取批评教育的措施，对

那些胆汁质，性格活泼的同学来说，轻微的批评可能不起作用。而

对抑郁质的学生，他们内心脆弱、敏感，采取同样的批评措施往往

会打击他们的信心，使其产生自卑心理。 

（四）教育惩戒缺乏“温度” 

由于教育惩戒实施的实施不当，导致师生关系恶化，学生在受

到惩戒后对老师心怀怨恨，私下报复老师的事件频频出现。从师生

关系的本质来看，产生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

时没有关注学生的情感。李谨瑜(1996)认为，师生关系不是单纯的 

“教与学” 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心理关系。心理关系指的是教师

和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实际交往而建立的人际情感关系。

如果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只关注到师生的“教与学”的关系，而

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心理关系，会导致教育惩戒失去应有的“温度”。

实施教育惩戒难免会导致教师和学生情感上的冲突，一旦教师忽视

了学生的情感需求，学生就很难体会到教师对自己的关爱，从而对

教师产生恐惧和对抗情绪。这样缺少情感的互动教育惩戒，不仅难

以使学生改正不良行为，而且会导致紧张、敌对的师生关系，难以

构建和谐友爱的班级氛围。 

三、中庸之道对教育惩戒的启示 

中庸思想对德育有积极的影响，而教育惩戒又是德育的手段之

一。当前教育惩戒忽视了其德育功能，没有坚持中庸的原则来实施

惩戒，导致教育惩戒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应该渗

透德育，坚持中庸之道，才能使教育惩戒发挥其应有的德育功能。 

（一）实施教育惩戒要把握执两中用的整体性 

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不应该把惩戒目的和教育目的对立起

来，应该坚持中庸的整体性原则，将两者有机结合。《规则》中指

出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6]因此教师在

实施教育惩戒的时候应该全面考虑到教育惩戒的各方面意义，既考

虑到惩戒维持教育教学秩序的功能，又重视其教育功能，利用此机

会对学生实施德育，坚持惩戒“育人的目标”。教师实施教育惩戒

时应该以引导说服在先，讲明惩戒的原因。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和

所犯错误选择恰当的措施实施惩戒，在惩戒后应该对学生进行心理

疏导，使其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引导他找到改正错误的方

法，使学生的道德品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才能将惩戒

目的和教育目的相结合，发挥教育惩戒的整体功能。 

（二）实施教育惩戒要把握过无不及的适度性 

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的关键是要把握好适度原则，做到“叩其

两端而执其中”。“中”并不是机械的折中点，如果学生犯的错较轻

就采用较轻的惩戒，犯的错较严重就采用较重的惩戒，即“罪罚相

当”原则，并不是中庸的真正内涵。中庸的关键是适度，确定教育

惩戒是否适度的标准，关键是看教育惩戒的实施效果，是否能使学

生从内心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行为。为了达到惩戒的育人

目的，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育惩戒措施选择的适当性。

它要求教师坚持教育惩戒的教育性目的，在选择教育惩戒措施的时

候应该充分考虑到该年龄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水平，以及学生的性

格特点，犯错的动机等各方面，在此基础上来选择恰当的惩戒措施，

以达到促进犯错学生的道德发展的目的。二是教育惩戒措施运用的

适当性。这就需要教师明确教育惩戒和“体罚”的根本区别，拿捏

好某种教育惩戒运用的力度，[6]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实施惩戒。惩

戒权的行使要坚持适当原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采用有恰当的

惩戒方法。要以尊重学生的人格，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为前提，针对

学生在人格、身心健康、家庭环境、行为动机等方面的差异，公平、

公正、公开地行使教育惩戒权。[7] 

（三） 实施教育惩戒要把握因时而中的灵活性 

在具体实施惩戒过程中，应该坚持中庸“因时而中”的灵活性。

中庸的适度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的。首先，

要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小学和初中高中的学生身心发展水

平不一样，小学生的规则意识，道德水平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此

时教师应该采取“最小剥夺原则”来实施教育惩戒，在法律、规则

许可的惩戒措施类型中选择一种较轻的、较温和的惩戒措施，给学

生改过自新的机会。[8]初高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是品德和三观形

成的关键期，并且因为学习压力大，身心发展迅速，此阶段的学生

很容易出现心理健康等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实施惩戒时要更加注

重对学生的心理疏通。 

（四）实施教育惩戒要把握因和致中的和谐性 

儒家的“中和”观念强调情感的重要作用，启示教师在实施教

育惩戒时，要考虑到维护和谐的师生关系。“和”是以情来感化学

生，这是学生转变自身错误，将外在道德要求内化的关键。要做到

教育惩戒过程充满温度和关爱，关键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教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带着愤怒实施惩戒。苏霍姆林斯基说：

“教师应该学会用理智控制自己内心的冲动，不要屈服于自发的情

绪”。如果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仅会失去惩戒的分寸，给学生

造成伤害。而且会损害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破坏师生良好的

关系。第二，关注学生内心的情感需求。教育惩戒不是要形成“刺

激——反应”之简单的连接,[9]这样会使学生形成对教师权威的服从，

为了逃避惩戒而不敢犯错，而不是从内心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

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情绪，才能使学生从内

心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学会自我教育。 

总之，中庸思想对教育惩戒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家

在制定教育惩戒法律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庸的思想，学校和教师更应

该在《规则》的指导下，合理地实施教育惩戒。把握中庸的整体性、

适度性、和谐性、差别性原则，在教育惩戒中渗透德育，因时、因

地、因事的采取灵活的方法来选择惩戒措施，保持教育惩戒的合理

性，合法性的同时，不丢失惩戒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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