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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权研究

林 康

（四川天一学院，四川绵阳 618200）

摘要：2019年 6月 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明确

提出了教师惩戒权的问题，并要求制定实施细则，明确其内容。由此，关于教育惩戒权的立法逐步提上日程。2019

年 11月 22日，司法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至此，社

会对于惩戒权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了明确教育惩戒权的权力来源、行使的主体、行使的边界，对近期的一些

主要研究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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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惩戒权的权源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中，教师对学生有

着天然的惩戒权力。《学记》可谓我国教师惩

戒权的最早渊源。其中，“夏楚”就是“教之大

伦”中的一种管教措施，是将教鞭置于课堂之

中，用来警示学生，树立威仪[1]。到了近代，

老师对依然可以对学生实施惩戒。鲁迅在《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他有一条戒尺，

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

说明在这一时期，老师对学生还是享有惩戒权

的，而且这种惩戒还包括一定的体罚。

在我国现代对惩戒权不同性质的认定，决

定着惩戒权不同的权源。有观点认为，教师惩

戒权是一种公权力。教师受国家的委托而进行

教育活动，教师惩戒权是国家教育权的延伸

[2]。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教师惩戒权既有公权

力的性质，又具有职业权利的性质。教师惩戒

权不仅是国家教育权力的实施，还是教师以专

业人员的身份对教育过程的管控[3]。笔者赞同

第二种观点，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惩

戒权具有复合性权源。

《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学校

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

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高等教育

法》第四十一条第四款也有类似的规定，这都

可以看作是国家教育权力的延伸。

在《教师法》第八条中关于教师的义务上，

规定“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

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

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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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关心、爱护全体

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

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

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

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这说明教师

对不良学生实施惩戒，是教师的职责和义务。

二、国外关于惩戒权的规定

国外许多国家通过教师惩戒权立法，对教

师惩戒权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4]。美国许多州

通过教师惩戒权立法，确立教师惩戒权，规定

惩戒的原则和方式，明确规定教师惩戒权的范

围及限度。美国 50个州中有 23个州允许体罚，

教师可以用“合理适度的武力”处罚学生。中小

学教师拥有的惩戒权，主要有言语责备、隔离

措施、剥夺特权、留校、没收、罚站、停学等。

美国不仅规定了惩戒方式，还规定了惩戒标

准。

英国 2006 年通过《教育与督学法》，赋

予了教师惩戒权，界定了教师惩戒违纪学生的

管理方式，明确了教师惩戒权的内容范围。教

师有权使用“合理武力”，阻止学生打架，防止

学生实施犯罪行为，制止学生扰乱教学秩序。

韩国、新加坡也有关于教师惩戒权的法律

规定。2002年，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公布《学

生活规定预示案》，规定教师对违规学生的

戒权。新加坡通过颁布《处理学生纪律问题的

指导原则》，规范教师惩戒行为。韩国、新加

坡虽然允许体罚，但对体罚的实施主体、方式

及程序等，都有严格规定。

三、惩戒权的主体

如果要对失范学生实施惩戒，那么，谁享

有惩戒权、谁来实施惩戒就显得尤为重要。刘

旭东、张玉涛认为：教育惩戒为我国中小学教

师实施的教育惩戒，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更

为平等，高校学生受到的管理主要来自于学

校，因而以教师的名义施加的惩戒不应被纳入

高校教育惩戒的范畴[5]。从《意见稿》的标题

来看，也是针对中小学学生的惩戒，故认为高

校教师不享有惩戒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沈岿教授认为，高校惩戒学生的行

为是“高等院校为教育或管理之目的，依国家

立法和学校规范，对违反特定义务或未达到规

定要求的在校学生，所采取的致使学生承受不

利负担并作成书面决定的非难性或惩罚性措

施[]。”

笔者认为，前述两种关于高校是否具有惩

戒权的问题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惩戒权应当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惩戒权是指对于失

范学生实施口头的或者与学生违规行为相适

应的惩罚措施。广义的惩戒还应当包括对违纪

[1]刘冬梅、程丽：论教师惩戒权的法律边界，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1卷第 1期，2020 年 1 月

[2]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75 页

[3]陈胜祥：“教师惩戒权”的概念辨析，教师教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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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出具的书面的纪律处分。在《意见稿》第

八条（严重惩戒）之后，规定：对违规违纪情

节严重，或者经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学

校可以给与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

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给予勒令退学或者开

除学籍的纪律处分。不难看出，《意见稿》所

言的惩戒是按照狭义方式来定义的，将书面的

纪律处分与口头惩戒区分开，认为惩戒是中小

学生纪律处分的前置程序。

四、惩戒的边界与限度

既然惩戒权具有复合性权源的性质，就包

含有公权力的性质，为了防止公权力的肆意扩

张，就应当对惩戒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明确其

边界何在。

在刘冬梅、程丽的《论教师惩戒权的法律

边界》[6]中指出：教师惩戒实施以不得妨碍学

生利益、不得妨碍教学秩序、不得妨碍公共利

益为前提。教师实施惩戒权以目的正当、措施

适当、程序公正、人格尊重为原则。并在惩戒

方式的选择上，要根据学生的违规程度，考虑

合法的惩戒形式，并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等因

素，选择适当的惩戒方式。同时她还指出，应

当明确惩戒与侵权的界限，比如停学与学生的

受教育权的界限、课后留置与侵犯人身自由权

的界限。

在余雅风、张颖的《论教育惩戒权的法律

边界》[7]中指出：明确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边界

意味着在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划

定合理的界限，保障各自的独立性和规范性，

使其平稳运行并最终达成共同协作。并依据内

部边界和外部边界的权力边界划分，将教育惩

戒权的越界分为权力对权力的内部越界和权

力对权利的外部越界。一旦教育惩戒权的法律

边界被打破，就意味着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

利之间的平衡关系不复存在。

在郑超的《教育惩戒与体罚的边界——基

于日本经验的比较分析》[8]中指出:教育惩戒要

以明确禁止体罚为原则，同时从教育惩戒的客

观必要性、相当性与主观正当性的角度分析，

要把握客观上的必要限度、基于学生福祉的主

观目的。

在王琳琳的《论教育惩戒的边界与限度》

[9]中，从逻辑限度上认为，“教育惩戒”本身存

在惩戒对象、惩戒方式及惩戒量度边界不清的

问题，造成了教育活动中的误解误用。从实践

限度认为，教育惩戒的权力归属仍然存在争

议，而教育惩戒权的有效运用需要学校层面进

[4]同 1

[5]刘旭东、张玉涛：我国高校教育惩戒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其完善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19（8）

[6]沈岿：析论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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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监督监管力度、需要师生共同构建

“有力”而不越界的惩戒规则、需要教师掌握并

善于运用惩戒“艺术”。从价值限度上认为，育

惩戒指向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本”，指向对

学生的德性培养，指向对个体的人性关怀，这

三个功能定位共同揭示了教育惩戒的根本价

值。

笔者认为，无论从何种维度来讨论教育惩

戒的边界，都应当围绕学生的权利保护和成长

需要，确有必要实施惩戒的，要做到目的正当、

措施适当、程序公正、人格尊重，并且的所有

的惩戒措施、内容都应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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