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8 

 

小学教师惩戒权的范畴及行使规范研究 
满佳奇 

（吉林师范大学  130000） 

摘要：2019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提案，应该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国务院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按照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相关要求，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
师教育惩戒权。既然当然又将教师教师惩戒权推上一个新高度，那么就会有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如学生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时，
教师在处理过程中，就很难把握教育惩戒的限度。那么，在惩戒细则尚不明朗的教育法规中。教师又该如何规范行使惩戒权呢？本
研究也将立足于教师应如何把握教育惩戒的限度和如何规范行使教育惩戒权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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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惩戒的适用范畴 
（一）学业型失范行为 
学业只要是指在学生的学习过程，失范则表示一种不正当

的行为。学业失范也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做出的不正当行
为。如不认真听讲，不完成作业甚至考试作弊等，针对此类失
范行为，教师可采取轻微的口头警示、课后单独辅导，严重者
也可采取留级、降级的惩戒方式。 

（二）失德型失范行为 
所谓的失德型失范行为也就是说对同学老师不尊重，不讲

诚信等，对于这种行为可采用说服教育的惩戒方式，使其具备
一颗感恩之心与基本的德行。 

（三）违纪型失范行为 
违纪顾名思义就是违反校规校纪，如影响课堂纪律、欺辱

同学、刻意毁坏公物以及盗窃等行为。具有以上行为的同学，
轻者教师可以进行口头批评或令其写悔改书；重者可以交予学
校进行记过或开除处分。 

二、小学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行使规范 
（一）教育惩戒正当性的限度 
1.目的正当 
做任何一件事都应有一定的目的性，教师不能无理由的惩

戒学生，惩戒的前提只有是当学生出现了违规违纪行为，才能
针对此种不合规范的行为进行教育惩戒，并且此时的惩戒还应
是合理的，符合道德规范的。所以说惩戒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
性，教师不应以自己的职业权威强制性迫使学生服从自己。 

2.手段适度 
教师在行使自己的惩戒权时，是一定要符合职业道德规范

的，不应对学生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伤害。美国就具有较完善的
惩戒措施，将其分为一般性质的惩戒与特殊性质的惩戒。一般
性质的惩戒包括：罚站、令其离开教室 10-30 分钟、给家长打
电话、放假期间到学校读书等；特殊的惩戒包括：停课、开除
等。 

3.时机和场合适宜 
首先教师要把握住教育惩戒的时机，笔者认为一般可以在

学生刚刚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且自愿承担后果时，则是可以实
施惩戒的最佳时机。 

其次就是惩戒的场合一定要适宜，如果在惩戒学生时不注
意场合，则会出现以下两种可能，一种是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使学生变得胆小怯弱，从而产生自卑的心理；另一种则可能碰
到屡教不改的学生，他们会以挑衅教师的权威为荣，所以如果
当着全班同学面惩戒这类学生，则会让教师自己的处境变得十
分尴尬。基于以上两种情况，笔者认为适宜实施惩戒的场所应
是班级之内且人不要太多的区域。 

（二）教育惩戒的原则 
1.合法性原则 
教师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作为学生的榜样，谨记规范自己

的言行举止，深知对学生的体罚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它既不符
合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又达不到理想的教育手段。众所周知，
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在行使惩戒之前，一定要做到对学生心中有爱，尊重爱护
学生。近几年，因为教师对学生惩戒方式使用不当而导致学生
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不符合作为一名教师基本的职业
道德规范，同时也触犯了法律。所以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之前，
一定要清楚惩戒与体罚是有区别的，只要超过了合理惩戒的限
度就会演变为体罚，而体罚就是违法的行为。 

2.尊重性原则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其承受能

力，要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惩戒形式。不能只是一味的进
行批评，在学生犯错误时，应先肯定他在这件事里做的正确的
地方，接下来才是对其错误行为进行惩戒。而当惩戒后，也应
进行适当关心，让学生放下戒心，相信老师是希望他更好才对
他进行惩戒的。 

3.个体差异性原则 
每一个学生都是拥有不同性格独立的人，他们可能来自不

同的家庭、接受不同的教育、所接受教育的环境也都不尽相同。
所以教师在进行教育惩戒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也恰
恰是由于学生具有这样的个体差异性，他们所犯的错误才都不
一样，这时作为教师就应耐心的分析，不同学生所犯错误时的
动机与心理究竟是什么呢？然后通过合理使用教育惩戒，针对
学生的这种个体差异拿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六）行使教育惩戒的表征 
1.口头批评 
对于所犯错误较轻或初犯者，可以直接用语言指出其错误

行为，让学生明确自己哪里做错了，从而进行改正。 
2.任务加倍 
待学生完成手头的学习任务任务或劳动任务时，让其再做

一次。与此同时要与学生进行约定，如果再次犯相同的错误，
就继续翻倍。 

3.暂时没收 
可直接没收导致学生出现违纪行为的特定物品，如课外杂

志、手机、玩具等。但也要让学生明确这种没收行为是暂时的，
如果其能改正并且不犯相同类型的错误，就可将物品归还或交
予其家长保管。 

4.静坐 
可在课间或放学后单独将犯错学生留下，教师进行监督，

让学生在自己的座位上对自己所做的错误行为进行反思，反思
后能保证以后不再犯相同类型的错误。 

5.隔离 
将经常影响集体生活的学生从班级抽离出来，与学校专业

指导教师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学习一段时间。 
6.陪读 
对所犯错误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者，可将其家长请到学校

进行陪读，以求达到教师与家长的双重监督。 
通过对小学教师教育惩戒权形式规范的研究，笔者认为合

理的教育惩戒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做好就要靠众多一线教师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总结出更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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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行使规范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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