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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论中小学教育管理中侵犯学生权利现象 
◆高振敏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34） 

 
摘要：在教育制度不断变革的背景下，中小学教育中学生权利被侵犯的

现象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当务之急是要找出事件的导火索，建

立有效可行的校内管理规范制度。在发展教育的同时，维护学生权利，
实行教师义务，实现教与学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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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学生的权利义务得到了切

实的保障。但是在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中，仍无法避免发生一些摩
擦，导致学生在精神上和肢体上的权益被侵犯。本文通过对现阶
段中小学教育教育下学生权利被侵犯的现象进行研究，并提出解
决措施及建议。 

一、语言、肢体暴力行为 
青少年阶段的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逆反情绪。

这时，教师应循循善诱，采取劝导型的举措引领学生回归正途。
但并非所有教师谨守师德，一些教师经常对成绩差、爱玩闹的学
生进行口头上的辱骂，使用“你怎么这么笨”、“活该学习成绩差”
等贬低性的语言，使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大受打击，从而对学
习更加厌烦。据报道，沈阳某一小学的一名女教师，经常在气头
上对学生说出一些侮辱性的话语，被揭露后辩解自己没有恶意，
但已对学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伤害。更有甚者，一言不合就对学
生进行肢体暴力以及体罚。例如学习成绩没有达到优秀便责令学
生跑步、罚站、抄写书本，或者打耳光向学生示威。也许教师的
初衷是期望学生的成绩因此有所改善，但变形的奖惩制度会对学
生的心理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使得他们对于课堂更加抵触、对
于教师更加惧怕，从而做出许多极端的事情。在这种事件频繁发
生导致恶劣影响的形势下，学校相关部门更应加大管理力度，防
止侵犯学生人身权益的现象的发生。 

法律明确规定，学生的人身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教师应
该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一方面，学校可以加设课程，
普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使教师明确自身的义务所在，督促学生
可以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设置师
德评价活动，对所有学生下发无记名调查问卷，采取评分制对任
课教师进行评价，予以分数高者奖励，分数低者谈话并加以培训，
在测评通过后再允许任课。教师采取鼓励陪伴的方式支持学生，
给予学生帮助和关怀，更有益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养成良好
人格。 

二、隐私权利被侵犯 
在各科教师进行攀比成绩的环境下，许多教师为了加大对学

生的掌控力，了解学生的日常活动，以检查为名试图干涉学生的
课桌和书包，私自翻阅手机检查聊天记录，严重侵犯学生权利。
例如很多教师会例行在班内组织检查活动，勒令学生之间互相检
查，搜集学生是否在课上使用手机或携带对学习无帮助的事物，
并会采取没收、写检查的处置方法。也有一些学校有明确规定不
允许学生携带篮球、音乐播放器等对学习无益的东西，发现之后，
会直接销毁。不仅如此，在每次考试后，学校会张贴或报告学生
的每门课程的成绩以及排名。这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或许是种表
彰，却使成绩不够好的学生无地自容。或许这种做法或多或少的
引起了学生间的竞争意识，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但从很大程
度上来说，摧毁了学生的自信心，将学生的隐私毫无保留的展现
在所有人的面前，侵犯了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以及弱势群体享受的
法律权利。 

这种教育模式和我国长久以来的教育观念有关，大多数教师
都以培养出成绩优秀的孩子为目标，平时也将目光和注意力都放
在这些学生身上，而导致部分学生受关注度不够，教师便采用粗
暴的方式对待，试图拔高学习成绩，却往往适得其反。学校应制
定制度，严禁教师作出违反法律的事情，并对教师进行培训，使
其明白作为教师的职责和义务，要切实保护学生权利不受侵犯。

在正常运营学校的同时，树立新型教育观念，合理规范学生和教
师的行为。师生之间营造良好氛围，能够达到不仅是教与学，更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对于学生的成长大有裨益。 

三、教育权利缺失 
当一些学生的家庭条件不足以支撑学费或健康状况不良时，

很多学校会忽视展开调查走访工作，直接进行劝退，使大量学生
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或者在课堂出现混乱、学生提出质疑、教
师无法管理课堂时，采取停课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恐吓。另外的一
些情况是，为了升学考试的升学率，在一段时间内暂停所有音乐、
体育等活动性的课程，美名其曰为了学生的未来着想，却埋没了
个人技能的发展和发散性思维的培养。这在忽视了学生应平等享
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不利于学生的体质锻炼和综合发展。人才
的塑造应是全面的，而不局限于题目的解答和升学考试的通过
上。教师更不能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死读书的习惯。 

对于这种情况，教学部应组织对教师进行集体培训，加强综
合素质的培养。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教育要做到最好固然不能忽
视学生的德智体美综合发展。不能为了某一学科的教学成绩，就
无故取消其他课程，使学生失去平等受教、均衡发展的权利。因
此，学生和教师之间应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法律意识。通过学习
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学生明白自身享有的
权利，教师明确应履行的义务。例如，学校可以开展相关主题会
议，通过讲解举例说明，使学生形成权利意识，知道在权利受到
侵犯时，应该如何做，同时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的行为在保障学生权利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

意义。如何加强教师素质的全面提升，以切实维护学生利益，使
他们无忧无虑的成长是教育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教师应从自身
做起，提高综合素质，改变落后的教育观，形成法律意识，真正
为学生着想并将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作为出发点，才能全面提
高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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