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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教育惩戒权的实质
意义是以教育学生、促进学生发展
为终极目标，是对学校、教师职责
的规定，学校、教师必须遵守，既
不得超越，也不得放弃。

“熊孩子”不敢管、课堂没有
规则约束、错误行为怯于纠正，如
此教育实则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
序，破坏了教育生态，不仅未能及
时纠正学生的违规行为，履行教书
育人的职能，还会影响到其他学生
的学习。专家建议，亟待多措并举
促使教育惩戒权更好落地。

——细化惩戒内容，明确惩戒
行为针对的是学生特定违纪行为。

“首先就是要明确惩戒非体
罚，在教育过程中可能有些老师会

不清楚哪些属于惩戒的范畴，哪些
属于体罚的范畴，界限不清就会导
致教师‘不敢管’。”

“现实情况很复杂，需要根据
学校常规情况进行划分，什么样的
行为对应怎样的惩戒。”广东实验中
学初中部初二年级级长吴锦涛说。

陈先哲建议，每个学校应该在
教育部规定的基础上制定校规。学
校制定校规校纪，需广泛征求教职
工、学生和家长的意见。

——确立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边
界，防止滥用。

陈曦说，确立教育惩戒权的前
提，是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除了
不能体罚之外，也不得对学生有侮
辱、威胁、歧视、辱骂等精神上的

虐待行为。
谈子敏认为，应建立教育惩戒

权的监督、救济机制，以应对教育
惩戒权“越界”。监督包括学生、
家长、老师、学校及教育主管部
门、社会、司法部门等校内外监
督，而救济机制是对学生权利的保
障。

——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加强
家校沟通。

专家表示，加强家校沟通，才
能让老师顺利从家长手中接过“戒
尺”。做好事前惩戒的备案以及事
后的跟踪记录，能让家长了解到事
件全貌，也能让教师通过记录更好
地了解学生成长历程，以便调整教
育手段。 （据新华网）

当 地 时 间 8 月 1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政府会议上宣布首款新
冠疫苗在俄罗斯注册。
普京表示，这款疫苗非
常有效，能够形成稳定
的免疫力并且已通过所
有的检查。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11日报道，俄罗斯卫
生部长表示，第一个注
册的新冠病毒疫苗被命
名为“卫星-V”，并指
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
使人形成长期免疫力，
免疫力可持续两年。

“卫星—V”是一
种什么疫苗？

据俄新社消息，目
前这种疫苗已被命名为

“卫星—V”。
据俄卫生部网站消

息，这种疫苗由加马列
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
家研究中心研发，是人
类腺病毒载体疫苗。所
谓腺病毒载体疫苗是用
经过改造后无害的腺病
毒作为载体，装入新冠
病毒的S蛋白基因，制
成腺病毒载体疫苗，刺
激人体产生抗体。S蛋
白是新冠病毒入侵人体
细胞的关键“钥匙”，
无害的腺病毒戴上S蛋
白的“帽子”，假装自
己很“凶”，让人体产
生免疫记忆。

这是一种较为成熟
的疫苗技术路线。这种
技术路线的疫苗也有缺
点，重组病毒载体疫苗

研发需要考虑如何克服
“预存免疫”。

“卫星—V”疫苗
是否安全有效？

俄卫生部网站称，
这种疫苗此前已通过了
多种动物测试和两组志
愿者的临床测试。该疫
苗不含新冠病毒成分，
通过两次接种可形成长
期免疫力。

此外，根据此前俄
卫生部消息，志愿者接
种疫苗后均产生了抗体
且无严重不良反应和并
发症。

综合俄卫生部消
息，不难看出“卫星—
V”疫苗可以让人产生
抗体。但这种疫苗仅在
不到 100 人身上测试
过，尚未完成第三阶段
测试。而第三阶段测试
对于疫苗研发来说，是
很重要的，因为只有通
过大规模临床试验，才
能发现一些不常见的副
作用。

谁能首先接种疫苗？

俄罗斯副总理季扬
娜·戈利科娃表示，希
望首批接种疫苗是医务
人员。对于其他国家，
俄相关人士透露，基金
与合作伙伴已投资40亿
卢布用于新冠病毒疫苗
在俄罗斯的生产。目前
已收到来自20多个国家
10亿支新冠病毒疫苗的
申请。

（据人民网）

惩戒权界限不明 手握戒尺哪敢用

8月6日，在位于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加
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

物学国家研究中心，工
作人员展示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俄宣布注册世界首款新冠疫苗

它安全有效吗？

不久前，广州一家长
在微博上用“血衣”炒作
班主任体罚孩子，随后事
件反转证明为造谣，但相
关教师已遭受严重网络暴
力。公众关注平台网络暴
力的同时，也对教育惩戒
权话题热议。记者调查发
现，面对手中的“戒尺”，
部分老师“不敢接”“不会
用”“过度用”的情况均不
同程度地存在。

最近上了微博热搜，闹得沸
沸扬扬的“教师涉嫌体罚学生至
其吐血”事件，因刺目的“血
衣”迅速引爆全网，涉事老师照
片被曝光，随即遭到严重网暴。

后经警方调查发现，涉事家
长故意编造虚假信息，雇人在微
博上进行炒作，意图迫使学校开
除老师、索要赔偿。

近几年，涉教师群体的家校
纠纷不时见诸网端：学生由于课
堂违纪被罚站，老师被家长投诉

到了教育局；老师言语批评学生，被
家长找上门大骂；学生犯错被叫家
长，家长带着录音笔到学校对峙……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
学副校长王学军表示：“社会文化氛围
发生变化，对教师惩戒的认可度也与
从前不同。”家长“严管学生”的教育理
念逐渐变成“保护为主”，导致某些惩
戒行为被过度放大，老师的课堂演变
成家长上门的“校闹”场所。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
院社会工作系博士后谈子敏说，世界

各地的儿童权益保护意识都在上
升。未成年人处于绝对弱势的地
位，教育惩戒权作为一种公权，属
于强权，这种强弱对立在当前文化
背景下逐渐成为争议性话题。

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
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
（征求意见稿）》，明确教育惩戒是
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
和法定职权。但同时，我国教师
法、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严禁体
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奖励和惩戒本来就是教育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惩戒的背后承
载着一种责任义务，教育惩戒有其
功能和价值。”广州沙面小学副校
长黄宏杰认为。“教育不都是和风
细雨，不能只有表扬。”广东实验
中学初中部语文老师楚云说。

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教育惩
戒权面临着落实难的困境。“最明
显的困难是惩戒权怎么把握度。”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

先哲表示，“虽然教育部文件已经
对可惩戒情况和如何惩戒的手段都
进行了分类，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
有难度。尤其可能出现教师和家长
教育理念不同，双方各执一词的情
况。”

为多所学校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的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曦说，惩戒行为的严厉程度与学生
的违纪程度必须是一致的，但这一
点无法量化，只能凭经验，这是惩

戒权落实的最大难点。
学生行为的不可预见性也令相

关规定很难涵盖所有可能。黄宏杰
说：“学校的规章制度通常设立的
是常见的违纪行为，有一些不可预
见的行为很考验教师的判断力，力
度如果把握不好就会让家长担忧，
也容易对教师造成伤害。”

一面是无法把握的度，一面是
可能引发的纠纷，使得“戒尺”悬
空，教师有权却不敢用。

网络炒作加剧教育惩戒权争议

落实困难，教师“不敢管”“不愿管”

“惩戒”非“体罚”，细化教育惩戒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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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