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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惩戒失范的治理策略探讨

【摘     要】 教师惩戒失范是一种逾越教师惩戒权责范围的行为，表现为教师滥用惩戒、歧视性惩戒、惩戒缺失。教师惩戒失范的治理策略，

一是要完善法律法规，确保有法可依；二是要加大法律宣传，保障依法治教；三是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素质；四是

要完善监督机制，防止惩戒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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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教师惩戒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但关于教师惩戒失范问题的研究却较为欠缺，
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教师惩戒失范的概念

教师惩戒失范的概念内涵，是指教师在对违规违纪、言行
失范的地学生进行制止、纠正或者管束的时候，其语言或行为
超过了教师惩戒的权责范围，给学生带来了身体或心理的伤害
等不良后果；或教师不采取任何惩戒举措制止学生的不规范甚
至违法乱纪的行为。2019 年 11 月 22 日，教育部颁发《中小
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
赋予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惩戒的权利，提出了教师进行教育惩戒
的范围、途径和方式等。与此同时，提出教师不能滥用教育惩
戒权，并对教师滥用惩戒的行为进行了规定，这个规定即《规
则》中的第十三条中。在第十三条条款中，明确提出了教师不
能实施教育惩戒的六种行为。第一，不能对学生实行体罚。第
二，不能对学生实行变相体罚行为。第三，不能损害学生人格
尊严。第四，不能因一个学生或少数学生违规违纪就对全体学
生进行惩罚；第五，教师不能因主观的判断或情绪的变化，随
意或有针对性地选择学生实施惩戒；第六，不能侵害学生基本
权利”。[1] 这些行为是教师惩戒失范的一种类型。

二、教师惩戒失范的表现

1.教师滥用惩戒
教师滥用惩戒是指教师对不遵守学校规定、违反课堂教学

纪律等行为的学生，随意地或过度地进行惩戒的行为。绝大部
分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能够保护和关爱学生，做到“以生为本”，达到“教学相长”。
但也有一部分教师，为了更好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升学率，对
学生要求更加严格。因此，对课堂教学有更高的要求，在面对
破坏课堂纪律等违规学生的时候，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在使用
教育惩戒权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采取如骂人、语言侮辱、罚站、
罚抄、打人等惩戒失范行为。在现实中，仍有许多教师惩戒失
范的例子。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中学，
教师对学生实行较严厉的惩戒方式，学生每做错一道填空题，
就要被学校教师罚款 50 元。[2] 这是教师滥用惩戒的典型案例。
从教育惩戒的效果来看，教师运用体罚等错误的方式惩罚学生，
不仅不能纠正学生的错误，也不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教师歧视性惩戒
《规则》赋予了教师教育惩戒的权利，因为有了教育惩戒

权，教师可以依法依规对违规学生进行合理惩戒。因此，教育
惩戒是教师管理学生的手段。教师应该通过正确的、合乎规范
的方式方法，对违规学生进行教育和惩戒，使学生明白自己的
错误，更好地改正错误。然而，有些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
对于“如何惩戒”、“为何惩戒”没有标准，所以不能做到惩
戒的公平、公正。他们带有个人的喜好，对于一些喜爱的学生，
即使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违反了课堂教学规定，却“视而
不见”，而对自己不喜欢的学生比如“差等生”却存在偏见、
缺乏耐心，哪怕出现一点小问题，也进行惩戒。在教育现实中，
存在教师歧视性惩戒问题，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3.教师惩戒缺失
对于影响课堂教学纪律的学生，教师出于不影响教学进程

和完成课堂教学目标任务的思考，往往不对违规学生进行惩戒，
这种行为就是惩戒缺失。此外，教师对于学生的一些违规行为
归结为“小”问题，从而不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也属于惩戒
缺失。从教育时机上看，教师惩戒缺失，就是错过了“惩戒”
的最好时机，“小事”就容易转化为“大事”，不利于学生的
健康成长。以校园欺凌现象为例，有些教师出于主观或客观原
因，不对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的前期行为进行干预，也
不对作为“欺凌者”的学生进行教育惩戒。最终，“欺负”恶
化为“欺凌”。[3]

三、教师惩戒失范的治理策略 

1.完善法律法规，确保有法可依
《规则》规定了教师的权利，但在如何惩戒、如何避免教

师惩戒失范，没有相应的规定，法律的配套设施不完善。因此，
要出台教师惩戒失范的专门细则，规定教师相关权力、义务，
从法律规章和制度上防止教师惩戒失范。同时，确定哪些是失
范行为，哪些是体罚，哪些是变相体罚，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惩
戒失范的范围、概念和内容。要明确哪些行为应该通过哪些相
应惩戒行为，坚决杜绝一些约定俗成的惩戒行为。学校要完善
校规校律，并加强相关培训，规范教师惩戒行为。学校应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而不是一味的注重升学率，创新治校策略，形
成学校良好的道德风气和精神面貌。这样不仅让教师有法可依，
受法律保障，同时又可以减轻教师负担，给予教师以科学的合
法的教育惩戒权。

2.加大法律宣传，保障依法治教
2019 年《规则》出台后，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大，有一部

分教师不知道教育惩戒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够了解惩戒失
范的相关法律规定。带来惩戒失范问题。因此，教育部门要加
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确保广大的一线教师懂法、守法。教
师要在法律法规的学习中，了解惩戒失范的范围和界限，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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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所有的权力、履行自身应尽的义务，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
时也维护学生应有权利。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惩戒权
力使用的弹性和限度，防止惩戒失范。此外，学校在制度上，
应该给教师减负；在待遇上，应该逐步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
在心理上，要理解在升学压力下教师的情绪波动，帮助疏导情
绪。学校要积极举办一些教师活动，让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并愿
意为此奉献力量。学校还要建构平安有序的教学环境，保障依
法治教顺利实施。

3.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学校要不断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高教师职业素

养，规范教师惩戒行为，防止惩戒失范。要加强教师培训，特
别是要加强对教师法，教师惩戒规则的学习，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也要加强自我教育，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专业素质的同时，
提高自己稳定情绪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对不论学习成
绩好还是差的学生一视同仁，不能故意偏心，歧视成绩差的同
学。教师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及时了解学生心理并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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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沟通，改变部分家长“不打不成器”和把严格要求孩子与“体
罚”划等号的想法。教育部门要提高教师入门门槛，加强教师
资格证考试，实行五年检查制度，确保教师质量。

4.完善监督机制，防止惩戒失范
体罚，辱骂、侮辱人格等教师惩戒失范行为对学生造成的

心理损害是很大的，因此，学校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教师
惩戒行为的管理与监督。在《规则》中，尽管有相关的规制措
施，但这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尽管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对于教师惩戒失范，更重要的是进行“事前”的规避。制度
是影响教师惩戒失范的一大因素，要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
防止教师自由裁量权滥用。学校要设立校内监管机制，监管随
时随地进行，同是让学生参与监督。在制度安排上，要细化惩
罚措施。要把教师惩戒失范行为作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
内容，要把教师惩戒失范与教师职称评聘、年终分配挂勾并采
取一票否决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解决教师惩戒失范问题，
提高教育治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