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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教育惩戒的合理运用 ①

黄利智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在促进学生发展和进步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社会舆论对教育惩戒并
不看好，教育惩戒一度被推至“风口浪尖”。这其中大部分原因是学校教学中教育惩戒运用不合理，教育惩戒仍存偏离

目的、效果不佳等问题。应提升教师的教育智慧，树立正确的教育惩戒观，完善学校教育惩戒规范，合理运用教育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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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教育惩戒，人们不免会联想到教育中出现的各种责骂、暴力事件，尤其是在当代人们对学生权

利的诉求与保护无比重视的情形下，在一个微小会被无限扩大的时代里，教师对学生的惩戒显得颤颤巍

巍，以致“谈惩色变”。就教育惩戒自身而言，它是教育和教学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前苏联教育学

家马卡连柯指出：“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合理的惩罚制度有助于形成学

生坚强性格，能够培养学生的责任感，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和人的尊严感，能培养学生抵抗诱惑和战胜诱

惑的能力。”［１］从教师权利和学生权利的角度看，教师的惩戒也有其依据。而现实中之所以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教育惩戒的运用不合理，不但没有起到惩戒应有的作用，还引来众多争

议。面对众多的争议和误解，我们应该反思如何使教育惩戒在学校教育中得到合理运用。

１　什么是教育惩戒
惩戒，顾名思义，包括“惩”和“戒”两层含义。“惩”即惩罚、惩处；“戒”即警戒、戒止、防止。《现代

汉语词典》解释说：惩戒就是通过处罚来警戒。广义的惩戒可能包含了体罚，但绝不等于体罚。

教育惩戒是指在不损害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前提下，依托批评、处罚等方式使违纪者作出反思、内

省，从而认识到自身过失并自觉努力改正的一种教育手段。其出发点在于对学生的关怀爱护，不损害学

生的身心健康，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进步。

体罚是使学生肉体感到痛苦或过度疲劳的惩罚，如殴打、罚站。教育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在于是

否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惩戒在于“育”人，而体罚在于“治”人。“惩戒中的‘痛苦’是学生幡然悔悟后

的痛苦，多是内发的，体罚中的‘痛苦’更多的是教师施加给学生的，是外铄的。”［２］惩戒也不同于惩罚，

惩戒强调教育效果和目的的达成，惩罚在于“罚”，惩戒与惩罚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达到对被惩戒

这不良行为的戒除作用，惩罚只是惩戒的手段和方式。因此，在惩罚的基础上达到戒除的目的，是教育

惩戒的关键所在。

在赏识教育、愉快教育的呼声中，对于教育惩戒的误解也在于把教育惩戒与表扬、鼓励等对立。惩

戒和奖励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互动的，并不存在好坏之分，其目的都在于教育学生，促进学生发展。惩

戒通过惩来减少某一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倾向性，奖励则是通过奖赏、鼓励来增加某一行为的发生频

率，它们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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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育惩戒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２．１　教育惩戒的现状

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尽管目前教育惩戒备受争议，一度被推至风口浪

尖，但是惩戒作为奖励的对立统一面，早已被行为主义教育学从理论和实验角度加以肯定：实验证明，惩

戒可以有效地直接或间接降低非预期反应的出现频率，对德育、公民教育、礼仪行为教育等诸多领域有

着非同寻常的应用价值。当前，教育惩戒在学校教育中的现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教师无度地使用惩戒

手段，二是教师“谈惩色变”，回避惩戒的使用。主要可以从目的、方式、效果这几个维度来谈。

其一，重“惩”轻“戒”，忽视教育性。教育惩戒在很多时候并未有效地实现其目标，其重要的影响因

素之一便在于没有正确的目的指向，教师之所以会无度地使用惩戒，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归结于此。教育

惩戒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内省，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从而改正以及防止再犯，惩罚只是一种手段。重惩

轻戒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过分关注惩罚的实施，忽视惩罚的教育性。惩戒的教育性是教育惩戒的

价值诉求，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教师对于犯过错学生的第一反应便是惩罚，更有甚者认为“小惩”不会有

“大诫”的效果，对那些屡次犯错的学生，便加强惩罚的力度，而对于这些惩戒措施是否会带来应有的教

育效果却是极少考虑。那些重惩之下的反抗者和继续过错者便是惩罚教育性缺乏的很好佐证。二是重

视对学生当下的教育，忽视了学生行为、心理改变的过程和最终指向。对学生当下的教育主要是指，在

通过惩罚使学生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学生会迫于惩罚的压力或者教师的威慑力而承认自己的过

错，在浅层次看，学生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但深入探究，还可能存在“口服心不服”的现象，对于其

行为和心理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是毫无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形，“戒”的作用并不明显和实在。

其二，以行为惩罚为主，方式较单一。行为惩罚有两层含义，一是教师的行为，如打耳光等体罚的

形式；二是学生行为，如抄作业、罚站、打扫卫生等。行为惩罚如果过度，一般会与体罚和变相体罚等同。

从有关研究者的调查问卷分析结果看，诸如留校、罚站、蹲马步、打手板、罚抄大量作业这样的体罚形式

占到了惩戒方式的主要部分［３］。行为惩戒是最直接也是被认为最简便的方式之一，通过行为上的惩罚

使学生感受到痛苦，以追求教育价值。然而也不乏由于教师无度的惩戒而造成学生身心伤害的实例。

适度的行为惩罚，如适度的抄写，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不能过度，过犹不及。

其三，以师生关系为代价，预期效果不明显。由于教师惩罚的不合理和学生自我意识的加强，教师

实施的惩戒往往会带来反作用，不但不能促进学生自我反省，反而激化了师生之间的矛盾。轻则使学生

不能理解受到惩罚的原因，不执行惩罚；重则使学生由此产生对教师的敌意和反感。前不久有新闻报

道，一个１５岁的初三男生在小学门口伺机刺杀曾经的班主任，导致该班主任重伤。而这个悲剧的起因
不过是该学生对过去班主任的惩罚怀恨在心。除此之外，也有学生在受到惩处之后，对教师产生惧怕的

心理。现代教育教学主张营造一种良性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但是不合理的教育惩戒往往会破坏这种和

谐。师生关系的恶化，不但不利于教育教学的进行，也影响到师生个体的发展。同时，期望学生自我反

省、改正错误的初衷，也会因为不合理的惩处的实施，而达不到效果。

２．２　相关原因分析
其一，教育工作者教学智慧的缺乏。田慧生教授认为：“教育智慧也表现为教师对于教育教学工作

的规律性把握、创造性驾驭和深刻洞悉，敏锐反应以及灵活机智应对的综合能力。”［４］在惩戒中教师教

育智慧的缺乏，一方面是教师看不到惩罚背后的教育意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惩戒而失去重要

的教育机会。惩戒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当学生犯错时，应该冷静分析，而不是依据当时的气氛、教师的情

绪来实施惩戒。

其二，教学人员对教育惩戒认识的片面。对教育惩戒认识的不足也是教育惩戒不能合理运用的原

因之一。部分教师认为教育惩戒就是惩罚，忽略了惩罚背后的教育意义。因此在面对犯错的学生时，往

往惩罚为主、为先。同时对于惩罚的合理性认识也不够，在惩罚过程中将效果和力度对等，认为惩罚越

重，对学生的影响越大，学生改过的机会也就越大。于是，在运用惩罚手段时，惩罚过重，过于严厉，导致

学生受到比较大的“痛苦”。对学生的身心造成较大的伤害的同时也没能够对学生产生应有的教育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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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教育惩戒在教育教学中合理运用的对策
一是树立正确的教育惩戒观。教育工作者只有在正确的教育惩戒观指导下才能不偏离教育惩戒的

目的和意义。教育惩戒观简单来说即对教育惩戒的价值取向。教育惩戒观主要有几类：自然惩戒观、功

利性惩戒观、报复性惩戒观、沟通式惩戒观。自然惩戒观也称为“自然后果法”，当学生犯错时，教师和

家长不对孩子进行过多的指责，而是让孩子在自作自受中强化痛苦体验，从而吸取教训、改正错误。

“功利性惩戒观在教育上追求的是通过对违纪学生的惩戒达到一种儆尤功能，注重惩戒引起的侧面效

应。报应性惩戒观关注的是违纪学生的不断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之程度，追求一种以恶报恶的对等

关系。”［５］这三种惩戒观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都忽视了惩戒的教育性，不仅是对周围学生的警戒作

用，更是对犯错学生的一种引起反思和改正的作用。沟通式惩戒观认为惩戒旨在让犯有过错者认识到

自己为什么会到惩罚，并达到悔过和自我改造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沟通式惩戒观不论在惩戒的目

的还是惩戒过程中对人的关注都相对符合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比较符合教育工作的一类惩戒观。

二是提升教师的教育智慧。教师的教育智慧是恰当实施惩戒的关键，教师必须在教育实践中加强

自我研究和反思，做好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以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智慧，从而做到恰当合理的惩戒。在

运用教育惩罚中，首先，教育惩戒要符合教育目的。马卡连柯曾说：“正确的和有目的的应用惩罚是非

常重要的。优秀的教师利用惩罚制度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笨拙的、不合理的、机械的运用惩罚会使我

们一切工作受到损失。”［６］１７０教育惩戒的出发点是学生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在实施教育惩罚时，要注意惩

戒措施是否能对学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注意教育惩戒的教育性。其次，教育惩戒要符合学生的身

心发展。从科学的角度讲，没有一种惩戒形式是普适的，因为针对的人不同，针对的情形也不同。每个

学生有其独特性，每个阶段的学生也有其阶段特征，教育惩戒要达到效果，也必须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使惩戒既能实现教育的作用，又不会对学生造成身体伤害和心理创伤。当然教师的教育智慧在

教育惩戒的实施中不仅体现在这两方面，还表现在运用惩戒的时效把握以及程序正当等方面。教师的

教育智慧是合理运用惩戒不可忽视和缺乏的关键因素，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应该得到提升的一种综合

素养。

三是完善学校教育惩戒规范。学校教育惩戒规范是对教学工作者实施教育惩戒的一种规范指导。

学校进行教育教学管理需要完善对教育惩戒的规范，使教育惩戒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准则，以实现其合理

性和教育性。首先，学校可以制定和完善教育惩戒的相关指导原则和标准，使教育惩戒有据可依，一方

面可以引导教学人员的教育惩戒观，另一方面可以规范教师行为。其次，对教育惩戒程序的规范。教育

惩戒的实施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一般而言教育惩戒的程序是调查取证、听取

叙述、沟通交流、处理决定。学校对于教育惩戒程序的规范，一方面是保障惩戒实施的公平性，另一方面

是保证惩戒实施的科学性。完善学校教育惩戒的规范，不仅对学校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

对教育惩戒的合理运用也极具积极意义。

教育惩戒是教育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法。面对社会大众对教育惩戒的批判与讨伐，一方面，

需要我们用理论引导舆论走向，纠正偏见；另一方面，需要学校在教学中合理使用教育惩戒，在达到效果

的同时减少对学生的伤害，这也是最根本和最有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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