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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让教育更完整

□ 卞广春
日前，教育部制定颁布了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规则》），并将于2021
年3月1日起实施。《规则》指出，
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
师可以在学生存在扰乱秩序、行
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益
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本报
今日16版）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
的教育。把教育惩戒权还给老
师，让教育更完整、更游刃有余，
教师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工作
的意义才会得到集中体现。近
一段时期，“赏识教育”受到广泛
认同和推广。赋予教师教育惩
戒权，并非否定“赏识教育”。既
有“赏识教育”，又有惩戒教育，
让教师对症下药，提高教育效
果，是突出教育是一门科学、一
个完整体系的内涵。

对“熊孩子”有教育惩戒权，
在相关法律中早有规定。教师
法明确，教师应履行“制止有害
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
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
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的
义务。义务教育法规定，对违反
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
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规
则》的制定颁布，赋予教师教育
惩戒权，与其他法律没有矛盾
冲突。

现实中，教师对“熊孩子”通
常会使用这几招：不理不睬，你
闹你的，我讲我的；把“熊孩子”
安排在教室的角落，以“隔离”的
方式使其尴尬；降低要求，减轻
作业量，或降低作业质量……这
可以避免师生冲突。问题是，这
些消极办法，会拖教学工作的后
腿，影响学校信誉，也不符合教
师关心爱护学生、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
这几年，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提出了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
的意见和建议。虽然附议认同
者很多，但争议也不少。有人提
出，教育惩戒权与体罚或变相体
罚学生的概念很模糊，实施教育
惩戒权的难点，是教师不容易把
握分寸，惩戒学生容易引起学生
和家长的误解。这种既希望实
施教育惩戒，又对教育惩戒持怀
疑态度的观点，表明教育惩戒权
不是模棱两可、可有可无的。《规
则》对实施教育惩戒的范围、情
形、方式等予以明确与细化，恰
好回应了人们的争议。

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家长
和社会应多理解。对“熊孩子”
的教育惩戒，不是排斥异己，不
是任性而为。教师实施教育惩
戒的前提，是“确有必要”，学生
的行为已到了非惩戒不可的时

候，且教师尽其所能地教育孩子
也不能收到实际效果。教育学
生，融入学生的心灵，与学生、家
长多沟通，不容易。换言之，赋
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对教师教育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长和社
会应多理解，不应用另类的眼
光，否定对学生实施惩戒的学校
和教师。

《规则》实施以后，对“熊孩
子”的教育惩戒不应流于形式。
现在，学生的学习任务重，教师
的教学任务也不轻，惩戒学生会
花费时间、影响心情，甚至引发
公众对师德滑坡的质疑。《规则》
实施以后，学校和教师要一改以
往怕出事、不敢管的犹豫心理，
正确对待和处理学生、家长的不
满情绪，排除实施教育惩戒的顾
虑，使教育惩戒能恰到好处，让
学生和家长对教师更理解和
尊重。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把教育惩戒权还给老师，让教育更完整、更游刃有余，教师对学生的爱
和对教育工作的意义才会得到集中体现。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对教师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长和社会应
多理解，不应用另类的眼光，否定对学生实施惩戒的学校和教师。

个别养老机构欺老虐老，恰恰暴露的是养老护理人才短缺尴尬。养老机构要加快人才培养步伐，不断扩充
人才队伍，让更多合格护理员脱颖而出，实现“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的目标。

□ 刘天放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12月

29日指出，在个别的养老机构、
养老服务人员身上存在欺老虐
老的行为。对这样的行为，坚持

“零容忍”，对调查属实的坚决打
击、绝不姑息，依法追究责任人
法律责任；情节恶劣的，依法依
规在一定期限内实施行业禁入
措施。（12月29日中国新闻网）

下一步，民政部将联合相关
部门，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制度 促进养老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契机，做好
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对养老护

理员的职业教育和法治教育；二
是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
水 平 ；三 是 加 强 监 督 惩 戒 力
度等。

上述三方面工作是针对养
老护理员提出的。这表明，养老
从业人员，尤其是养老护理员的
职业素养、法治意识以及职业技
能，距离上述要求还存在不小的
差距。当然，绝大多数服务在老
年人身边的养老护理人员是尽
心尽责的，是能够坚守职业道德
的。然而，合格的养老护理员确
实紧缺，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很普遍。

此前，各地相继出台了针对

养老服务行业人才的奖励措
施。其中，在扬州，全日制本科
大学生一次性入职奖励可达5万
元。上海市明确规定，各类劳
动者均可参加养老护理员技能
培训并申报技能等级认定，享
受培训补贴，最高补贴3560元。
日前，北京市出台政策，对养老
护理员岗位和毕业生入职提供
奖励津贴，想用“真金白银”留
住护理人才。

然而，“真金白银”吸引养老
服务人才，仍显得不够。民政部
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共有50
多万名养老护理员，远不能满足
2.54亿老年人和4000多万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的照顾需求，养老
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缺口巨大。
根据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
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将从轻
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由此可见，个别养老机构欺
老虐老，恰恰暴露的是养老护理
人才短缺尴尬。因此，对个别的
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人员存在欺
老虐老的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绝不姑息，依法追究责任人法律
责任，做到“零容忍”。养老机构
要加快人才培养步伐，不断扩充
人才队伍，让更多合格护理员脱
颖而出，实现“待遇留人、情感留
人、事业留人”的目标。

养老机构欺老虐老 暴露人才短缺尴尬

□ 汪昌莲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未

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
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然而网
络内容良莠不齐，很容易对心
智尚未健全且自控能力较弱
的未成年人造成侵害。看直
播、刷视频、玩游戏，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不仅耽误学习，更有
类似“16岁女孩打赏主播，55万
家当挥霍一空”“熊孩子打赏
主播12万，父母报警求助”的事
情屡屡发生。（12月28日央视
新闻）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
我国网民人数已达9.4亿，其中
近2.23亿是学生。然而，网络
内容良莠不齐，很容易对心智
尚未健全且自控能力较弱的
未成年人造成侵害。今年前5
个月，网游的负面舆情占比最
高，占比达到53.49%。虽然相
关部门敦促各家游戏公司、视
频网站、直播平台对“青少年
防沉迷系统”进行多次升级，
但依旧形同虚设，孩子们有一
套破解之法。如何维护未成
年人网络安全，成为社会、家
长、学校多方的关注焦点。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8年12月，中国网络游戏用户
规模达4.84亿。其中，12岁到16
岁的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危
人群。研究表明，游戏成瘾的
患病率约为27.5%。这个数据，
令人触目惊心。2019年12月，千
名家长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国
家加强对网络游戏的监管，引
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我
国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设置

“网络保护”专章，治理网络保
护不到位等问题。

2019年11月，国务院出台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方面，网络游戏相关内容被专
门提及。文件规定要实施网
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
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等。这
就要求，有关部门应严格执
行，发挥监管作用，净化网络
游戏空间，认真落实“网络保
护”专章，对未成年人的线上
线下全方位保护。

治理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需开启共治模式。解决未成
年人网络沉迷问题，需要家
庭、学校、政府等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形成治理合力。家庭
是预防未成年人网游沉迷的

“第一道防线”，家长要以身作
则，不要沉迷于网络，要注重
与孩子加强沟通交流，培养孩
子理性的时间管理能力。再
者，学校应通过多种方式，让
孩子认识到网络沉迷对生活、
学习的危害，引导学生正确、
适度上网休闲娱乐。更重要
的是，网络平台和游戏企业应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发有益
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游戏，并
通过技术手段设置游戏规则，
限 制 青 少 年 游 戏 类 型 、时
长等。

治理网络沉迷
需开启共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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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窥私无底线，
贩卖照片忙赚钱。
个人信息防泄露，
追责补漏保安全。

“1元购买健康宝查询方式”“2元70多名艺人健康宝照片”“1
元1000多名艺人身份证号”……近日，“明星健康宝照片被泄露”
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警方和健康宝的开发部门均已采取相应行
动。12月29日，记者发现，健康宝为他人查询核酸检测结果的功能
目前已进行“加密”，必须由本人人脸识别后才能进行相应查询。
不过，之前被网友口诛笔伐的贩卖照片行为却依然在部分社交平
台发生。律师表示，对明星健康宝上的图片进行贩卖，已经涉嫌侵
犯肖像权，严重者可以追责。 据12月30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