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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教育问题越来越关注,德育教育对于人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但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惩戒措施,包括家长对教育惩戒的认知不足、惩戒使用

方式不合理、教育惩戒实施结果监控缺失以及惩戒不到位。导致教育的质量和深度无法满足多元

化人才需求,因此需要改变原有单一教育范式,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深度。本论文调查了A小学的

教育惩戒现状,从家庭与学校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

的惩戒策略,包括树立正确的惩戒观念、加强教师个人道德素养、合理使用惩戒、及时干预和制止

攻击性行为,以及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宜的心理环境。本论文旨在引起人们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与重

视,使更多人了解教育惩戒这一重要的育人工具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希望能够引起教育工作者乃至社会大众的思考,放弃那些不合理的惩戒方式,让惩戒成为真正有

益于孩子的教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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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既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有惩戒、处
罚和责罚的意思,也有能够通过一定的体罚方式来

让人屈服的意思。教育惩戒是一种教育方式,旨在

制止个体或集体犯错。这种方式是为了教育学生,
培养健全的人格和优秀品质,维持学校秩序,给学

生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1 小学教育惩戒的问题

1.1 家长对教育惩戒的认识问题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深入研究和对问卷结果的

综合分析,显示当前小学中的惩戒教育存在多方面

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学校的教育环境和学生的教育

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较为典型的问题就是家长、
学生以及教师,60%的家长对惩戒教育缺乏理性的

认识,将教育惩戒同体罚和变相体罚相等同,甚至

是“谈罚色变”[1]。

案例1:

在老师的授课期间,小妍沉迷于手机游戏,这

种行为不仅对她的学习进度造成了阻碍,同时也对

其他同学的听课效率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为

此,她的父亲找到班主任老师,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在遭到老师的发现后,小妍被没收了手机,并被要

求在课堂上禁止使用。老师随后没收了手机,并要

求她在下课后前往办公室 承 认 错 误 并 归 还 给 他。

然而,小妍并未听从老师的要求,反而威胁说老师

拿走了他的贵重物品,并对他进行了体罚,剥夺了

他听课的权利,并要告知家长,她和老师之间的关

系还没有结束。面对老师的训斥和家长的指责,小

妍选择沉默,并将此事向学校反映,希望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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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老师不愿意与这个平日班级里的“小霸王”产

生任何争执,所以任课老师决定采取“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方式,让小妍坐下来专心听课,这个问题

也因此得到了圆满解决。
这一批家长对“惩戒”这一概念保持了沉默,并

直接否认了教师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情

况下,他们认为惩戒只是一种惩戒手段而非有效方

法。此外,由于社交媒体上虚假报道和宣传缺乏实

际意义,人们开始对惩戒教育的目的和方式产生了

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惩戒”似乎成了一种多余的

工具而被抛弃,甚至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教育惩戒

的使用被社会和家长普遍认为是导致孩子出现问

题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待学生的错误

行为一般会采取明哲保身 的 态 度,甚 至 是 漠 不 关

心,这就是谈罚色变带来的严重的后果[2]。

1.2 惩戒使用方式不合理

惩戒的不合理使用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惩戒

方法的简单化和惩戒程度的不当。根据本人对小

学课堂的观察,发现教师惩戒学生的方式非常简单

化,惩戒方式就几种,犯了什么错误就固定用一种

方式[3]。
案例2:
在实习 的 时 候,碰 到 过 一 个 极 其 不 听 话 的 学

生,上课不但不听课还经常讲话影响其他的同学。
老师无论给他换到哪个位置他都能够讲话。后来,
老师干脆一看到他讲话就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罚

站,可是这样的方式并没有起到作用。事实证明这

样的惩戒方式是不正确、不合理的。罚站虽然会让

学生体会到痛苦,可是却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学生犯

错的原因。这样一来不但加深了学生和老师之间

的误会,还扰乱了课堂的秩序。
实际上,由于每个学生的遗传、成长和家庭背

景的差异,他们的人格心理和习惯也会呈现出多样

性。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注重学生的个性

特点,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确保每个孩

子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灌输知

识。在施行惩戒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

体差异,因而需要采用相应的惩戒手段。对性格外

向的孩子可以适当地使用“表扬”或“奖励”,但对性

格孤僻或者比较容易冲动的人来说,就不能简单地

以“惩戒”为由了。对于那些性格内向或敏感的学

生而言,在公共场合受到惩戒的可能性应该被尽可

能地降低。

1.3 教育惩戒实施结果的监控缺失

在受到惩戒的过程中,学生们表现出了对老师

善意地理解,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此感

到了羞愧和改正的情绪。一些学生对老师的惩戒

行为心存怨恨,导致情绪波动和思想变化,这让他

们对老师的行为产生了误解和不满。在这些情况

下,教师要学会使用“温和”的批评语言。若教师无

法以温和的方式察觉、理解和阐述问题,那么问题

可能无法以温和的方式得到解决,这种惩戒将产生

适得其反的效果。而现在很多老师都忽视了惩戒

后果的监控和处理,导致对惩戒的结果没有把握,
不利于帮助受罚者将来更好地发展,也不利于自身

积累教育经验[4]。

1.4 教育惩戒力度不好把控

未成年个体在接受全面教育时,必须具备全面

发展的能力,但由于对社会和自身的认知不足,容
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支配。因此,作为教师,
要时刻注意学生违规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带

来的后果。若学生的违规行为只是昙花一现的观

察、象征性的教育、草率的行动,这不仅无法使学生

意识到一旦违规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戒,反而会激

发违规者的怒火,导致其他人跟风,从而形成恶性

循环。教师作为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在
学生成长道路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惩戒是

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当学生犯下错误时,老
师需要以通情达理、感同身受的方式引导,但在劝

说无效、学生仍然固执和执着的情况下,恰当的惩

戒显得尤为必要。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一旦

犯下错误,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承担后果,以此提高

他们的责任感和法律素养,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

惯,从而增强法治观念,提高对是非的辨别和善恶

的辨别能力。

2 对A小学教育中教育惩戒的建议

教师应当具备正确的惩戒意识,深刻认识到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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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的目的在于教育学生,避免他们的错误行为对其

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教师在进行惩戒时

应以“爱”为前提,并运用适当的方式方法去惩戒学

生。为了提升职业教育水平,教师必须持续不断地

进行学习,以增强自身的道德素养。

2.1 教师树立正确的惩戒观念

(1)惩戒是为了学生的全方面发展

惩戒的目的在于推动学生的全面成长,不仅需

要汲取更多知识,更需要提升他们的学习技巧。从

广义上讲,惩戒也可以理解为对学生进行有目的、
有计划地管理和控制过程。该领域还涵盖了道德

品质、人格特质、价值观以及社会化进程等多个方

面的演进。惩戒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

育和行为指导的过程。惩戒,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

手段,旨在协助学生纠正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惩戒对孩子来说

至关重要。
(2)教育惩戒实践应以“爱”为情感基础

教师应探究学生内心深处,细致研究每个学生

的特质,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和难题。同时也要尊重学生的人格,让学生感受到

自己是学习活动的主人,与学生一起分享成长中的

喜悦和困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缩短师生之间的

距离,消除误解和障碍,同时逐渐渗透到学生的内

心世界中。在对学生进行惩戒时,要遵循公平原

则、尊重原则、适当性原则以及适度原则。唯有如

此,方能妥善运用惩戒手段,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尊重主体原则

和适度惩戒原则等基本原则,以保证惩戒具有合理

性。加强教学队伍建设、提升职业素养,以确保教

育处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教师们应该用更多的

关爱去对待学生。特别是在面对小学生时,他们常

常感到对小学生活的不适,老师的爱进行惩戒和鼓

励,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适当的惩戒可以采

用不公开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私下批评和其他不

公开的方式,教师在惩戒学生的时候,应该尊重每

一位学生的自尊心与人格。

2.2 教师要努力加强个人的道德素养

教师是惩戒的实施者,在学校管理中,如果缺

乏良好的师德师风,就不能充分发挥惩戒应有的作

用。教师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加强对法

律法规的深入研究,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注重

对教师进行道德教育,以帮助他们建立起自我控制

的能力。在小学班级管理中,教师应该具备高度自

律的品格,树立起对学生的尊重和公正对待的理

念,以明智灵活的态度应对课堂管理中的教育难题。

2.3 教师要合理使用惩戒

(1)注意选取适当的教育惩戒措施

教育惩戒措施的种类非常的多。针对学生的

错误行为和实际情况,教师应当采取不同的教育和

惩戒措施,以确保学生在犯错时得到恰当的引导和

教育。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时,教师有责任向学

生说明他们受到惩戒的原因。
在里根回忆录中写道,一个12岁的男孩子在自

家院子里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踢碎了邻居家的玻

璃。后来需要赔偿邻居12.5美元的玻璃钱。在当

时那个年代12.5美元可以买到12只鸡。小男孩

无法赔偿这么多的钱,于是就找父亲要,可是他父

亲说可以把钱借给他,但是他需要在一年以后将

钱还给父亲。小男孩赔了邻居玻璃的钱,在之后

的一年里,小男孩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将钱还给了

自己 的 父 亲。这 位 男 孩 即 为 美 国 的 领 袖,名 为

里根。
这是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一个故事。他总结

说到,通过这个事情他知道了责任,知道了人要为

自己的错误负责。这个案例也很好地说明了教育

的方式有很多种,在适当的时机选择适当的教育方

式,不仅不会使孩子受到伤害,反而会使他经历风

雨后更加强大[5]。
(2)恰当把握惩戒的尺度,奖惩结合

心理学研究表明,通过奖励和惩戒相结合的方

式,可以提高学生重复表现良好的概率,同时也能

有效降低学生犯错的风险。因此,教师在教育中必

须根据学生特点合理运用奖惩措施来激励他们积

极学习。结合惩戒与奖励,可获得更为显著的成

效。教师如果能恰当地使用奖励,既能够激发学生

积极思维,又能够提高课堂效率。在任何事情上,
我们都应该保持适度的度量,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

惩戒。过度或过轻都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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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当谨慎掌控惩戒的力度,因为过于宽松的惩戒

方式可能会让学生误以为自己是一位宽容的教育

者,从而丧失了教师的尊严。惩戒过度容易使学生

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反之,
若对学生施以过于严厉的惩戒,不仅会对其身心造

成伤害,还会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在学校

里,教师可以运用惩戒和鼓励两种方法来进行管

理,但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常言道:“打一巴掌,
给个甜枣”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奖惩并不是孤

立的,而是相互结合。惩戒可以帮助学生改正不良

行为,但不能代替鼓励和表扬,更不能用训斥、挖苦

等方法来制止孩子的不良行为。当学生展现出进

步的迹象或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时,应该给予适当的

奖励,毫不吝啬地表达你的肯定和赞扬。因为奖励

可以激励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而惩戒则可能

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甚至走上绝路。若有一位学

子犯错,切勿姑息。要及时进行制止,对其不良行

为进行矫正。通过对其进行规则惩戒,并非出于批

评之意,而是为了促使学生在内心深处真正理解并

纠正其错误行为。

2.4 对攻击性行为要及时干预和制止

在儿童遭受攻击行为时,教师要及时采取干预

和制止措施,让他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并协助

受影响的儿童捍卫其合法权益。教师可以运用各

种方法对双方实施心理辅导。同时,教师还需向旁

观者进行警示和正确引导。具体做法如下。
(1)批评、惩戒攻击性行为

及时对儿童的攻击行为进行谴责和教育,是必

要的举措,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在进行惩戒

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有必

要按照规定对孩子们进行必要的惩戒,以使他们认

识到攻击行为是被禁止的。体罚是一种非常严厉

的惩戒方法。然而,对于批评和惩戒而言,必须遵

循及时、合理、适度的原则,以避免采用体罚的方

式。体罚会造成伤害,只会使孩子感到愤怒和害怕。
(2)表扬奖励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教师应当善于发掘学生的闪光点,并及时对此

给予褒奖和奖励,以激发他们的潜能。当我们观察

到学生良好的行为或学习习惯时,我们不应将其视

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应抓住这个机会,对孩子的

优秀行为进行赞扬。如果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现

出了很优秀的成绩,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对别人的

积极影响。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强化孩子的良好行

为来抑制他们的不良行为,那么孩子们的良好习

惯就会得到老师的认可,从而逐渐朝着积极的方

向发展。

2.5 为儿童创设一个适宜的心理环境

情绪对儿童的行为具有支配作用,而处于负面

情绪状态的儿童则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教

师的情感与态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情绪及身心健

康发展。当教师对待儿童的态度变得严厉苛刻时,
孩子们内心必然充满了对教师的畏惧,这种压抑的

氛围会导致孩子们对教师的不满情绪通过攻击同

伴来宣泄。当儿童的不良情绪得不到宣泄时就可

能导致孩子产生攻击性行为。教师应用无私的爱

与平等的方式关注每一个孩子的需要,营造民主、
轻松、愉快的心理环境,从而避免对孩子们产生挫

折感与压抑感,并适时疏导产生不良情绪反应的孩

子,维持心理平衡,降低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心理因

素影响。首要之务在于协助儿童理解社会的基本

规范和准则,以使其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判

断是非的准则。让儿童明白什么是正当的或违法

的事情,如做坏事、伤害别人等。其次,我们应该注

重培养儿童对规则的遵守意识,让他们掌握运用规

则约束自己行为的技能,从而在面对违规行为时感

到内疚和不适。三是让孩子懂得怎样对待自己和

别人的错误。协助孩子进行自我评估,以促进他们

对他人的认知和理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当孩子领悟到他人未能恰当地践行其所为,
便会产生一种被排斥的情感。大部分具有强烈攻

击性的儿童生活在一种排斥和批评成年人的环境

中,这种环境使得他们难以准确评估自己并理解他

人。如果孩子没有认识到他所受到的伤害,他就会

产生一种自我保护心理,而这种自我保护心又反过

来影响了他们对周围人的态度。教育者应当给予

学生更多的关注、激励、理解和信任,以帮助他们重

塑自我认知,增强他们成为优秀孩子的信心。第四

是培养孩子对同伴关系的正确认识。有些年幼的

人也将与他人建立友好关系视为一种侵害行为。
因此,我们要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同伴关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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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有责任引导孩子正确理解和理解他人的行

为,并以 友 好 的 方 式 与 同 龄 人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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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is-
sues,and

 

mor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growth.However,at
 

present,there
 

are
 

many
 

unreasonable
 

disciplinary
 

measures
 

in
 

Chinas
 

basic
 

education,including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educa-
tional

 

discipline
 

among
 

parents,unreasonable
 

use
 

of
 

disciplinary
 

methods,lack
 

of
 

monitoring
 

of
 

the
 

imple-
mentation

 

results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and
 

lack
 

of
 

discipline
 

in
 

place.As
 

a
 

result,the
 

quality
 

and
 

depth
 

of
 

education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diverse
 

talents,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original
 

single
 

education
 

paradig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depth
 

of
 

education.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
ucational

 

discipline
 

in
 

A
 

Primary
 

School,and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from
 

both
 

the
 

family
 

and
 

the
 

school.A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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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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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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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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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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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personal
 

moral
 

qualities,using
 

discipline
 

reasonably,

ti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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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ping
 

ag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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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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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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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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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opic,so
 

tha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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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underst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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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to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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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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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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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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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i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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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ors
 

and
 

even
 

the
 

public
 

to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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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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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ary
 

methods,and
 

make
 

disciplin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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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cial
 

educational
 

tool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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