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6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

编辑江 锐
组版方 芳 校对陈文彪

《少年的你》里类似情节不仅存在于影视作品

中，现实生活中校园霸凌的严重程度，丝毫不“逊色”

于影片的描述。今年7月，江苏宜兴一女生在公园里

被一群女生疯狂扇耳光，且被逼下跪，挨个喊“×爸

爸，我错了”。其中一名施暴者还肆无忌惮地叫嚣：

报警也没有用，警察找不到我。今年4月，甘肃陇西

一初中生被5名学生强行殴打致重伤，送医院抢救无

效后死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

据专题报告》，校园暴力案件中，高达 11.59%的案件

导致受害人死亡。怎样才能遏制这些校园恶行？

这几年，民间和学界都有很高的呼声，要求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从重从严打击校园暴力。这固然是

一个思路。但是，作为一名家长，笔者更关注的则

是，在严重的暴力伤害事故发生之前，那些轻微的疑

似霸凌行为有没有得到妥当的处理？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事

故，和 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 起事故隐患。”这

是企业管理领域著名的海恩法则。在校园霸凌问题

上恐怕也同样如此。“大恶”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毫

无先兆的，而是由无数的“小恶”累积、发展而来。假

如学生之间轻微的越轨行为就能及时得到批评、矫

正的话，更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也

就根本无需诉诸法律了。而假如学生之间的每一次

恶言相向、私下勒索都被忽视，都受不到应有的告诫

和惩罚，受害者会愈加无助，施暴者会更加嚣张，校

园霸凌就会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

在甘肃陇西的初中生被打身亡事件中，被害者

母亲曾说：“当时学生不敢向老师报告，事后无人报

警，孩子强忍着伤痛走到办公室向老师报告。”为什

么学生对同学被打视而不见？为什么对暴力行为无

动于衷？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板子打在旁观学生身

上。对于校园安全，学校管理者和老师应该负有更

大的责任。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

态度决定着校园风气。

在这方面，有关部门也在不断调查研究，探索着

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几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

这次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首次提出学校要建立欺

凌防控制度，全流程把控风险。修订草案还规定了

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强制报告制度，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等。这些都是直面

问题、“接地气”的治理措施。

大量案件表明，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大

多有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不能总是等到流血了、

出人命了，才想到严惩，事实上那已经为时过晚。在

出现暴力倾向的时候，就要对这些“微霸凌”行为及

时干预，对这部分学生进行重点帮教和惩戒，才能真

正控制校园霸凌的发展。这是对受害者的负责，也

是对施暴者的负责。

编者提醒：与其在新闻里扼腕叹息，家长和老师

们不如从现在起，就重视起那些被忽视的“同学之间

的小摩擦”，不再给校园霸凌这个恶魔壮大的机会。

你只管好好成长 呵护你是我们的事
为人父母的不易，不仅仅在于生，更重要的是在于养。如何养？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如何让孩子和学校乃至老师

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家长关心的问题。

近日，影片《少年的你》热映，把校园霸凌这个话题再次推向公众面前。在影片中，女主陈念的好友胡小蝶因为被霸

凌而自杀，陈念则被侮辱殴打，压抑而沉重的气氛，让人全程揪心。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引起热议。没有思

考，则很难成长，这话同样适用于家长。校园霸凌和教师的惩戒权，看似不相干的两则消息，事实上都关乎孩子，毕竟，所

有的家长应该都希望对孩子说一句话：你只管好好成长，呵护你的健康是我们的事。 □ 江亚萍/整理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

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

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

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

区分。10 月上中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

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

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

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

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

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

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

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

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

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

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

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

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

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

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

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

“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

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

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

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

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

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

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

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

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

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

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

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

《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

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 15 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

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

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

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

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

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

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

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

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

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

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说。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

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

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

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

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认为，应该跳出

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

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

注于惩戒本身。”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

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

办。”刘海燕总结。

编者提醒：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

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还有，当

我们的孩子进入学校后，家长首先要做的，是相信

我们的老师。有了信任，才会让很多的沟通变得客

观理性。这也是有利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

□ 据《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

A
“大恶”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

B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