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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

“熊孩子”在校闹事、不学习，该
如何管教？近日，广东省司法厅官网
公布《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首次对中小学教师
的管教权进行了明确——学校和教
师可依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甚至
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

因并未对“教育惩罚措施”的程
度、范围和方式进行明确规定，草案
也招致质疑。有声音指出，“教师自
由裁量权过大，无疑会为体罚开了一
个口子。”

4月18日，广东省司法厅方面告
诉记者，草案后期还会不断修改，目
前尚未最终审核、通过。此外，意见
汇总后，也会请专家进行合法性、合
理性论证。

教师不得体罚学生
但可“教育惩罚”

该草案共六章 74 条，涉及学校
周边安全、学校安全教育和安全管
理、学校突发事件与人身伤害事故处
理等多方面。港澳台子弟学校、外籍
人员子女学校、成人高校、开放大学、
托儿所、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托管机
构也被纳入安全管理范围。

教师管理学生过程中该如何把
握好度？草案明确，学校教师以及其
他职工应当遵守新时代教师职业行
为准则，不得侮辱、殴打、体罚学生。

第三章第五节“学校教育惩戒
与违纪处理”提出，“学校和教师依
法可以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中小
学教师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
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
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可
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

学生违纪违法应该怎么处理？
草案明确：学生有违反学校安全管
理制度的行为，学校应当给予纪律
处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根
据学生违纪的情节、后果和影响，
可以给予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

草案指出，对有不良行为的违
纪中小学生，由监护人陪同在学校
写检讨书，并由监护人签字。有不
良行为且屡教不改的学生或者违法
但免予处罚的学生，由其监护人陪
同在学校进行专门法治教育。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
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
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
以依法送往专门学校进行法治教

育。对于情节严重的欺凌学生，公安
机关应予训诫。

“惩罚措施”范围与方式
被指模糊

因条例中并未对“教育惩罚措
施”的程度、范围和方式进行明确
规定，有网友质疑该条例内容模
糊，没有细化。

“笼笼统统，该明确的没明确，
如何做才是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
老师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无疑会为体
罚开了一个口子，应细化何时何种
措施，而且应该具有可操作性。”一
名广州高校的学生表示。

对于处罚后的学生是否会出现
应激、不理智行为，以及是否需要
老师负责等内容，也有网友提出了
自己的担忧，希望条例进行明确。

条例引发质疑的同时，也有网友
对这一规定表示“赞同”和“支持”。

“这条规定挺好的，能不能张弛有度，
就看老师和学校了”，另一网友发帖
公开表示，条例是对学校、老师、
家长，乃至学生负责，在校不严加
管教，不利于学生成长，“往后到了
社会，惩罚、批评会更多”。

广东省司法厅回应
意见汇总后会请专家论证

4 月 18 日，广东省教育厅办公

室一工作人员称，该条例现在在司
法厅征求意见，有什么问题可向司
法厅反映。

广东省司法厅立法一处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是司法厅审核
阶段征求意见，“后期还有不断修
改、报送的过程，目前还没有最终
审核、通过。”针对中小学教师必要
时或可采取教育惩罚措施相关问
题，该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按照立
法流程，目前属于对外公开征求意
见的阶段，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欢
迎大家提”。此外，意见汇总后，也
会请专家进行合法性、合理性论证。

记者从广东省司法厅获得的一
份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送审
稿）》 起草说明显示，草案研究起
草始于 2006 年，草案编制过程中，
省教育厅先后分别组织召开了地市
教育局、高校、中小学代表的座谈
会，法律专家、教育专家的专家论
证会，有关政府部门、学校代表的
征求意见座谈会。

此外，起草部门还到辽宁省、
贵州省以及省内部分地市、学校进
行了专题调研。发文征求了各地级
以上市教育局和高校的意见。

2019 年 2 月，广东省第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将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
例》 确定为 2019 年正式立法项目，
拟于9月份审议。

“怎么惩戒是教育的一门艺术，没有标准答
案。”4月20日下午，就草案中对“学校教育惩
戒与违纪处理”的规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惩戒权是教师这一职业本应具
备的权力，如果没有这个权力，教师就无法履行
其责任。

他指出，如何管教和惩戒学生，社会和家庭
应当给教师一定的空间，惩戒是教育的艺术，何
时何地及如何惩戒，不同的老师针对不同的情
况、不同的学生当采取不同的措施。教师需要了
解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去惩戒，“这不是盲目的
一锤子买卖的事情。”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竹立家表
示，现代教育不能以批评和惩罚为主要手段，不
应当以条例形式给老师随意批评和惩处的权力，
这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能力发展都有限制。“现
在已经不是传统教育的时代了，现代教育应该提
倡启发式、开放式、学生参与式的新型教育思
想，给学生一定的灵活性，这才是符合现代社会
需求的教育。”

竹立家指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教育风格
和特色，应当尊重各校的传统和办法，学校的自
由处置权也很大了，没必要在条例中再去强调

“惩戒”的理念。 据《新京报》

广东拟定教师管教权 必要时可罚学生

“惩罚措施”模糊 草案引争议

大头虾哈哈哈哈：罚是
可以但绝对不能体罚。

Billy_Kwan： 我 觉 得 适
当罚一下是有必要的，逆境
才能成长！

喜欢你-20577：不支持。
无梦的人生淡如水：这

个度量需要进行明确才行，
最好出了规定后，每个老师
再进行一场考试，确保他们
知道这个法律体罚的度量。

草案公布后，有家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教师对学生“是不敢
教”，她对草案持支持态度。

教师不管不问
对孩子才是伤害

正
方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学研究所副教授朱巍表
示，“近十年来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的维权意识
很强，但维权的声音太高了，这也带来一种寒蝉
效应，老师们都不敢批评孩子了，更不要说惩
戒。”

他认为，现在孩子的挫折教育是缺失的，这
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孩子应当管教，适度适
量的批评教育包括训斥、惩戒，对孩子的未来发
展是有益的。

“广东省教育厅这个草案是针对这种情况出
台的，孩子要管，而且要依法管，一个是《未成
年人保护法》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另一个则是
要把训诫权交给学校和老师。”朱巍说，不应因
出现几起家长投诉的案件，学校就怕担责任不敢
管孩子，放纵和溺爱才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

“这几年我们都有些矫枉过正了，难道批评教育
一定会影响孩子的自由成长吗？这几年对孩子的
教育一直在反思，广东省的这个反思就做得很
好，应该推广。”

针对网络上对条例“给体罚开口子”的质
疑，朱巍表示，这个草案是结合《未成年人保护
法》《教师法》《教育法》《九年义务教育法》等
法律作出的。在整个法律体系下，惩戒的尺度和
底线已经很清楚。他认为，“什么时候管，怎么
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下，应当把教育交给专业
人士，家长不要随便批评老师的教育。”

针对惩戒后学生可能出现的过激行为是否属
于教师责任的问题，他补充道，《青年责任法》
中也明确规定了学校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
义务不是绝对责任，“学校只要能证明自己尽到
安全保障责任，就不需要负担法律责任。”

朱巍强调，“教育不能因噎废食，为了小部
分案例就一叶障目。这种教育思维、管理思维和
立法思维都是不提倡的。”他指出，现在学校里
的校园暴力乃至社会上的一些恶性、极端事件很
多都出自青少年，究其原因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的缺失，“很多孩子缺乏引导和管教，他们变
成了‘小恶魔’，这些孩子长大后进入社会也是
很大的问题。”

现代教育
不能以惩罚为手段

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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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教育措施】
学校和教师依法可以对学生

进行批评教育。中小学教师对学
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
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
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可以采取一
定的教育惩罚措施。

第五十条【学生违纪违法行
为处理】

学生有违反学校安全管理制
度的行为，学校应当给予纪律处
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根据
学生违纪的情节、后果和影响，

可以给予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
对有不良行为的违纪中小学

生，由监护人陪同在学校写检讨
书，并由监护人签字；有不良行
为且屡教不改的学生或者违法但
免予处罚的学生，由其监护人陪
同在学校进行专门法治教育。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
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
管教，也可以依法送往专门学校
进行法治教育。对于情节严重的
欺凌学生，公安机关应予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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