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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体罚”，是指老师在教育学生时
使用了伤害学生身体健康和自尊的方式。学生毕
竟还是未成年人，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尤其是处
于相对敏感、情绪波动较大的青春期，精神受到打
击很难自我调节，也非常容易钻牛角尖。在如何
教导孩子成长这一方面，因为自身的能力和精力
不足等原因，家长们会寄希望于学校和老师，期盼
他们不仅能让孩子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也能更健
康地成长。但是，就好像所有的工作岗位都会有
不能胜任的合格者一样，教师队伍中也难免会有
一些害群之马。但不同于普通工作岗位的是，一
个不合格的教师不仅影响学生的一生，受影响的
还是整个班的学生，而且是一届又一届。

2007年，江苏省镇江市扬中第一中学 9年级
12班15岁的中学生祝新在政治课上被任课老师打
了几个耳光并被撵出教室，之后坠楼送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

2018年，江苏仪征化纤三小的音乐课上，有同
学不遵守课堂纪律、讲话，教师让全班学生互扇耳
光，并且必须打出声音来，不响就放在暖气片上烫
手。

不仅是孩子无法对抗老师的“体罚”，2016年
12月，甘肃省张掖市河西学院医学院因停电学生
晚自习迟到，教师吕某到教室后，发现多数学生未
到，非常生气，将学生留在教室外要求学生自扇耳
光的视频被传网上。视频中，多名男女学生在教
室门口被教师吕某要求两两互扇耳光或自扇耳
光。而当有学生犹豫时，吕某表示“你不扇我扇你
了”……只有完成互扇或自扇的学生才会被允许
进入教室。视频后期，吕某更是亲自上阵，掌掴一
名女生，向其他学生示范。

在网上随便找一些关于老师的评论，大多会
是两极分化的内容。一部分是学生感恩于老师的
教诲；另一部分是在指责自己遇到的老师，并表示

会记一辈子。
就好像教师受不了有的家长将指责学生都当

成“体罚”，家长也不能接受老师用“严师出高徒”
和“恨铁不成钢”当成粗暴教学的理由。在教育孩
子方面，如果相比起“自学成才”的家长，专业出身
的教师都要靠责骂和殴打的方式教育学生，那家
长又该如何保护孩子幼小的心灵和脆弱的自尊
心？毕竟每一位孩子都是家长的宝贝，家长把他们
送到学校是为了受教育，期望他们懂知识、明事理，
而不是学会如何服从强权。前面新闻中的几位家
长一定想不到，自己早上送到学校一个活泼的孩
子，却再也等不到他们放学回来时的笑容。而那几
位按老师要求互扇耳光的大学生，他们的家长也不
会理解自己的孩子连反抗的勇气都被“教育”没了。

“体罚”之所以刺痛了家长们的敏感神经，正是家长
不知该如何保护自己孩子健康成长的焦虑心态，并
希望能有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教育方式的殷殷期盼。

家长困惑：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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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师出高徒，是传统教育理念。杨守梅老师
也不是第一位被指控“体罚”学生的老师，但对杨
守梅老师的两次处理结果，确实让很多老师心惊
肉跳。处分、罚款、开除还不够，还要加入征信

“黑名单”。一位带出了多届市高考状元，甚至在
出事之后所带的班的中考成绩仍然拿下全县第
一名的优秀教师，只是用书本打几下违规的孩
子，至于对她作出如此重罚吗？学校老师纷纷不
寒而栗、人人自危。在某些人的眼中，“严禁体罚
学生”已经从保护学生的法规，变成了捆绑老师
手脚的绳索。

2018年 6月，一封来自驻马店西平县教小学
四年级老师的一封辞职信在网上同样很火。写
信的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此前，这位老师
把学生在校默写古诗的成绩和照片发到了家长
群里，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不满。有家长认为老师
没有考虑到个别差生及其家长的感受及自尊，给
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这位教师在被家
长威胁要“登门道歉”、否则就“到教育局反映”的
情况下，只好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长长的道歉
信，恳求家长们：“请不要出了一点问题就把我告
到局里去，我需要每个月 2607块钱的工资养家！
跪求各位家长了！”家长的过激反应不仅无法让
人认同，也让这位老师失去了继续教书育人的动
力，在无奈之下写了一封辞职信，自嘲“育人尚无
功，怎可害人命！”

2018年 10月，同样是因为学生迟到，湖南株
洲育红小学一名三年级女孩被何姓女教师罚站
数分钟。女孩的父亲——株洲渌口派出所一副

所长知悉情况后，驱警车直入学校，将何姓教师
带走，并关入审讯室 7小时。被带离的何姓女教
师在离开派出所后在微信工作群里感叹：“我不
知道谁给了派出所副所长一个这样的权力……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因为孩子迟到
而打过哪个孩子一巴掌！我勤勤恳恳教书，为什
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2018年12月，河南省33岁男子常某为报复老
师张某某，将正在骑车的老师拦在路边，向老师的
头部、脸部连续打击、扇耳光，并破口大骂。随后，
打人男子在网上称因当年家里没钱没权被该老师
欺负、殴打，致心灵受伤。该新闻一出，竟还有很
多网友“点赞”，表示其是“君子报仇 20年不晚”，
认为老师对学生的伤害是影响深远的，却没想过
指责这位曾经的学生如今的行为是违法的。

但这些引起学生和家长反弹的行为，真是因
为老师对这些学生体罚太过吗？2009年 4月，广
东肇庆一名年仅 13岁的六年级学生因上课和同
学讲小话被老师批评，就愤而回家拿菜刀，冲到
课堂，持刀砍向正在授课的女老师头部……当民
警询问他时，他愤怒地说：“她（即受伤的老师）当
着大家的面批评我，我心里很生气，便砍她两刀
解恨！”

2018年12月，安徽省阜南县第二初级中学的
25岁教师赵小婷在走出办公室旁边的楼梯时突
然被袭击。根据医院记录，入院时面部软组织挫
伤，膝盖受伤、脱皮。受伤的赵小婷出现便血症
状，无法进食。据了解，袭击她的人是 2017年曾
教过的七年级学生冷某，年仅 15岁，曾因课堂不

守纪律、不完成作业被批评，2017年底转入私立
学校。冷某因殴打他人被阜南县公安局给予行
政拘留9日，并处罚金400元。因冷某不满16 周
岁，无犯罪前科，决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随着这一条条新闻的出现，使得老师在教书
育人的同时，也开始担心起自己来。老师不仅要
面对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批评与指责，还要
担心未来是否会被学生以“心理阴影”为由打击
报复。为求自保的老师教育起学生来自然会束
手束脚：批评学生时，学生会不会受不了去跳
楼？责罚学生时，家长会不会来学校告状？

在美国，某高校开放学生校园内持枪禁令
后，有老师身穿防弹衣、带着钢盔上课。因为老
师讲课提问学生时，怕讲台下的学生因为答不上
来给自己一枪。

老师与学生本该是盟友，他们的工作是让学
生能够吸收更多的知识、学会更多做人的道理。
老师也许不求学生都能飞黄腾达，但一定希望自
己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
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些话听起来有点“高大
上”，但教好自己的学生是每一位教师的初心。
当“体罚”成了责难老师的利器，当教育机构怕

“影响不好”让学生和家长“以闹取胜”，只要高举
“老师体罚学生”的大旗就可以对老师实施伤害，
那么老师还敢管学生吗？本该指责和纠正学生
的错误，老师却为了自保选择漠视学生长歪，这
真的是在保护学生成长？到底该不该给老师惩
戒学生的权力？这份权力又该有怎样的衡量标
准？这是很多老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急切需求。

老师困惑：教师该不该拥有惩戒权？

近期，山东一起老师因体罚两名逃课学生，被学校及当地教育部门“严厉处分”的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不仅引来了央视的关注，处理撤销后仍
掀起新一轮的舆论高潮。该事件的起因据说今年4月29日下午，日照市五莲县初中老师杨守梅“体罚”了两名迟到的学生。5月5日，学校对杨守
梅给出了停职、道歉检查、取消评优、党内警告、承担诊疗费等5条处理意见。

紧接着，7月2日，当地教体局又对杨守梅作出追加处理意见：从今年5月起扣罚一年绩效工资、该校不再与其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纳入当
地信用信息评价系统“黑名单”。事件由此时引爆网络，与以前众人纷纷指责痛斥实施“体罚”的老师不同，公众认为比起以往的处理方式来说，这
次对杨守梅老师的不再签订聘用合同、纳入信用“黑名单”等处理显然有些过重。先后两次对杨守梅的处罚决定，在网上一直没有杨守梅如何“体
罚”学生有力证据的前提下，为何对杨守梅的处罚会一次更比一次严厉？这也让很多网友都表示想不通。一时间，众网友化身“吃瓜群众”，纷纷
议论为何此次对“体罚”学生的教师处罚会如此“与众不同”。

在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媒体和广大网友的密切关注中，7月23日，当地教体局撤销对杨守梅的追加处理决定，并表示根据老师个人意愿，已
将其从原学校调往五莲一中。至此，该事件看似已经得以解决，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但此次事件仍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困惑——

“体罚”，一个让学生听了害怕、家长听了
心惊，老师听到头痛的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就有明确规定：“学校、幼
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
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行体罚、变相
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教职
员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或者得变相
体罚，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
关给予行政处分。”

用细致且严厉的条例来禁止老师体罚学
生，是国家对学生的保护和对教育工作者的
约束，但也成了某些学生及家长对抗老师最
常用，也是最好用的武器。这也导致很多老
师为了自保，索性不再去管学生。学生们还
处在自制力不强的青少年时期，爱玩的天性
难免战胜意制，需要老师和家长的时时督促
和引导，没有了严师，受到影响的还是学生自
己。

当传统教育理念遇到禁止体罚这条禁
令，我们也该反思一下是否对“体罚学生”这
个词过分敏感了？面对自控能力相对较差的
学生，没有惩戒权力的老师又何谈约束力？
无论是严师出高徒还是棍棒出孝子，都体现
了传统教育方式的理念，禁止体罚则是当代
教育的行为准则。而现在的教育机构和家长
之所以对体罚如此敏感，也正是新旧教育理
念碰撞产生的阵痛，家长们已经被那些伤害学生的新闻吓
怕了。

杨守梅老师因体罚学生被处理，证明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传统教育方式应该被更科学合理的教育模式取代。但
杨守梅老师被当地教育机构二次追加的处理决定，也让我
们对现代的教育模式有了一丝隐忧：当体罚学生成了教师
不可逾越的高压线，又如何划分指正劝阻学生与体罚之间
的区别，才不会让老师只能在失职和辞职之间抉择。

在传统教育向全新的教育模式转变时，难免有些难题
需要我们去解决。过去，老师常用戒尺打学生手心，误导家
长以为老师惩罚学生就是严格要求学生，这是为了他们好，
无论老师对孩子做了什么都应当受着。当今时代，我们明
白学生也有自尊，他们的身心健康应得到有力保护，老师也
好、家长也罢，都没有权力去伤害学生。

但新的教育模式伴随着新的问题：当不能再用体罚来
惩戒学生的老师，遇到自制力不强、不愿配合老师教学的学
生时，老师到底该怎么管学生？当老师为了自保不再管学
生，那禁止体罚学生到底是在保护他们还是一种新的伤害？

严师出高徒，严是指严格，而非严酷。劝学也当刚柔并
济，如何把握惩戒的度，应该有一个更加规范合理的执行准
则。有责任的老师才会认真管教学生，虽然方法可以商榷，
但教书育人的出发点是没有错的。体罚学生是错误的教育
方式，但什么样的程度属于体罚也应有明确的量级。

同时，监管机构和教育部门也要做好教师队伍的素质
提高。有一些老师虽然拥有火热的内心，但教育方式实属
老旧、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也有的老师因为压力太大导致心
态不稳，情绪急躁，在教育学生时容易冲动导致行为过激；
还有的老师对学生的成绩过于重视，对调皮的孩子容忍度
极低，容易矫枉过正……

严师出高徒本没有错，但新时代需要的是新严师。在
网络调查中，眼里只有好学生，对成绩差的学生置之不理；
根据家长的职业身份，对孩子区别对待；得过且过，对待自
己工作毫无责任心；有暴力倾向，对学生进行言语侮辱或动
手打骂。老师的这四种行为是学生和家长最不能容忍的行
为，而这些行为又都和体罚学生有所关联。想要真正做到
保护学生身心健康，让家长们彻底放心，让老师在教学的同
时不用反过来担心自己是否碰了禁止体罚这条红线，只有
做到外有严谨细致的规则约束，内里具备专业过硬、德行操
守兼备的高素质，才是真正做好新形势下的教育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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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体罚”绑架了严师、伤害了学生
核心阅读：

“体罚”，一个让学生听了害怕、家长听了心惊、老师听了头痛的词。禁止老师体罚学生，是国家对学生的保护和对教育工作者
的约束，却也成了某些学生及家长对抗老师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武器。

山东省日照五莲二中的班主任杨守梅老师“体罚”两名迟到学生，被当地教育部门先后两次下达严厉处罚决定，引起社会热议
和央视点评，最终以当地教育局撤销追加处理决定收尾。此事到此暂告一段落，但却暴露出当今教育环境的一大问题：老师该不该
管学生？没了惩戒权的老师又该如何约束引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