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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惩戒作为教育领域与法律范畴共同授予教师的教育管理职权，要求教师依法依规施行。教师法律素

养的进阶，是顺应依法执教趋势的必然之举，是契合育人价值导向的理性抉择，更是满足自身专业成长

需求的关键所在。鉴于此，教师务必持续强化法律素养，增强法律意识，积极投身法律培训与继续教育

活动，聚力构建促进教师法律素养提升的“深度协同”体系，确保教育惩戒权得以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

正确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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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uthority jointly granted to teach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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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educational punishment requires teachers to implement it according to law.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ers’ legal literacy is an inevitable move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law, a 
rational choice in line with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key to meet their own pro-
fessional growth needs. In view of this, teachers mus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legal literacy, enhance 
legal awarenes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egal trai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deep collaborative” system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legal lit-
eracy,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power of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can be correctly exercised on the 
track of legal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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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21 年《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正式施行起，教育惩戒便一跃成为教师教育工作中的关注

点。教育惩戒作为教育管理的必要手段，对维护教学秩序、促进学生成长意义重大。然而，在实践过程

中，由于教师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引发了诸多问题，不仅影响了教育惩戒的有效实施，还可能对师生双

方权益造成损害[1]。教育惩戒需契合教育本质，在法律规范内推进，教师法律素养至关重要，解决其面

临的困境迫在眉睫。 

2. 教育惩戒制度概述 

2.1. 教育惩戒制度的发展历程 

“教育”一词的定义为“一种带有目的性，用以培养、影响并推动人的发展的社会活动”，亦可称

作“具有明确意识的社会活动”。教育以从正反两个方向优化他人心理素质架构当作直接指向，期望学

生既能习得特定知识技能，又能培育相应思想品德。这不但涵盖了对专业素养与品德涵养的拓展、强化、

稳固，还包含克服、抑制负面问题的意图[2]。教育惩戒是教师基于教育目的的专业性“职权”，是学校

处分权的延伸，通过警示学生削减不良行为，激发潜能，培育规则和责任意识，其纠正偏差功能与教育

引导特性紧密相连，助力学生成长为理性有道德的个体。 
我国教育惩戒制度在法律规范领域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历程，也实现了从原则性规定向精细化准则的

转变：2016 年 11 月 1 日，教育部会同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在

此法规范层面，首次对教育惩戒概念予以清晰阐述，倡导应“突显教育惩戒的威慑功效”[3]。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指出“拟定

实施细则，明晰教师教育惩戒权”。相较于同年《教育部政策法规司 2019 年工作要点》里的原则性要求，

它更为着重将教育惩戒权的运用途径、判定标准予以细化，并非仅停留在法规范的抽象概念层面[4]。2020
年，教育部颁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以下简称《惩戒规则》)，顺应国家在法规范层面正式确立教育

惩戒权的时代召唤，让“教师惩戒”经国家认可，成为继正向激励手段之后，辅助教育管理的又一有效

策略。2021 年 10 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教师教育惩戒权”，彰显出教育实务部门对

于教育惩戒的重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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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惩戒制度原则 

(1) 合法性原则 
这是教师行使惩戒权的基石。教师所采取的惩戒措施必须严格依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部门

出台的相关规章细则。例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规定了不同程度惩戒方式所对应的适用

情形，从一般惩戒到较重惩戒、严重惩戒，各有其规范适用范围，教师不能自创惩戒形式或超越法定边

界，像随意罚款、长时间罚站等超越学生身心承受限度且无法律依据的行为都应杜绝，确保每一步惩戒

行动都“于法有据”[5]。 
(2) 教育性原则 
惩戒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教师运用惩戒权时要始终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让惩戒成为引导

学生认识错误、改正行为的契机。如学生上课讲话扰乱课堂秩序，教师通过让其课后留校反省并一起讨

论纪律重要性的方式，既让学生意识到错误，又在交流中传递规则意识，而非单纯为了惩罚而惩罚，将

惩戒与教育有机融合，助力学生在错误中汲取成长养分。 
(3) 适当性原则 
要求惩戒的程度与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严重程度相匹配。轻微违纪行为，如偶尔忘带作业，简单

的提醒、责令补做即可；较严重的，如故意破坏课堂教学设备，可能需实施如全校通报批评、责令赔偿

等惩戒。同时，要考量学生个体差异，同样的错误，对于性格内向敏感的学生，惩戒力度应适度调轻，避

免伤害学生自尊心，做到精准施惩，贴合学生实际情况。 
(4) 公正性原则 
教师对待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因学生成绩、家庭背景等因素区别对待。在惩戒实施过程中，无论

是班干部还是普通学生，犯同样错误接受相同标准惩戒，且惩戒程序透明公开。比如班级制定惩戒规则

公示后共同遵守，教师按规执行，让惩戒在公平公正的轨道上运行，维护班级秩序同时树立教师公信力。 

3. 教师法律素养构成 

3.1. 概念界定 

法律素养是个体在法律知识储备、法律意识树立、法律思维养成以及用法能力锤炼等方面的综合素

质体现。个体不仅要熟知法律法规条文，还应将法律意识融入思维，从法律视角思考、判断问题，并具

备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解决纠纷的能力。 
教师法律素养特指教师群体基于教育教学场景，所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素养。教师作为学生成长路上

的引路人，其一言一行受学生高度关注，其法律素养高低直接影响教育成效与学生法治观念培育。一方

面，教师凭借扎实法律知识，能精准把握教育行为边界，确保教育管理活动合法合规；另一方面，教师

在日常教学、班级管理等环节展现出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与用法能力，为学生树立起鲜活法治榜样，

潜移默化引导学生树立法治信仰[6]。 

3.2. 教师法律素养的构成 

(1) 法律知识 
这是教师法律素养根基。涵盖教育领域直接相关法律法规，如《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这些法律明确教师权利义务、学生权益保障范围、教育惩戒规则等关键内容；还包括民事、刑

事、行政等基础法律常识，像合同签订、侵权责任界定、行政处罚流程等。教师只有全面掌握这些知识，

面对教育情境中的复杂问题，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明晰行为合法性边界，避免因无知而触碰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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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教师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自觉遵循。它体现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时刻保持对

法律敬畏之心，主动将法律原则贯穿于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师生互动全过程[7]。例如，在制定班级规

章制度时，充分考量法律赋予学生的权利，不设立违背法律精神的苛刻条款；意识到自身教育惩戒行为

受法律约束，摒弃随意性，保障学生人格尊严不受侵害，以强烈法律意识营造法治校园氛围。 
(3) 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要求教师遇到教育问题能像法律专业人士般思考。面对学生间冲突纠纷，不是简单主观评

判，而是依据法律规定收集证据、认定事实，分析各方责任归属；在处理家校矛盾时，运用逻辑严谨的

法律推理，权衡各方诉求，寻找合法合理解决途径。通过这种思维方式，教师能在纷繁复杂教育现象中

抽丝剥茧，做出公正、合法且利于学生成长的决策。 
(4) 用法能力 
用法能力是教师法律素养的直接体现。当教师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如遭遇不公正待遇、知识产

权被侵犯时，能够镇定自若，运用所学法律知识，通过合法申诉、仲裁、诉讼等途径维权；在教育管理场

景下，面对学生严重违纪等棘手情况，能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合理运用教育惩戒手段，做到惩戒有节有

度，同时引导学生认识错误，达到教育与惩戒的双重目的。 

4. 教育惩戒视角下教师法律素养 

着眼于教师群体，其法律素养呈现出三层递进结构：其一，作为社会普通一员，应具备基础性的法

律素养，这是融入社会的基本要求；其二，基于教师职业操守衍生出的职业道德层面的法律涵养至关

重要，它守护着教育领域的纯净风气；其三，因教师职业特性而生的教育领域专属法律素养更是关键

核心。 
教师必备的法律素养构成：一方面，熟知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是刚需，诸如学校运行的

管理条例、规范教育行业的教育法等，只有这样，教育惩戒行为才能有法可依，合规合法。另一方面，敏

锐的法律意识宛如教师的“预警雷达”，要能实时预判自身教育惩戒行为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做到依

律而行。此外，运用法律知识与法律思维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实操本领，对教师而言同样不可或缺，这

有助于其在教育惩戒的复杂局面中明辨是非，公正处理[8]。 

5. 教师法律素养的应用价值 

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其言传身教塑造着学生的成长。学生时刻吸收着老师的言行举止，这

是由教师劳动的示范性所决定的。一旦学生行为出现偏差，内心会被不安、愧疚、恐惧笼罩，而这恰是

教育的关键时机。教育惩戒，以教育改善为导向，绝非单纯的惩罚。教师适时且恰当地运用惩戒手段，

能迅速纠正学生错误，让规则与责任意识扎根学生心底。 

5.1. 契合时代发展浪潮 

当下，我国全力奔赴依法治国之路，教育法治建设也随之蓬勃发展，锚定“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这一方向，大步迈向中国教育法治现代化。在此进程中，提升教师法律素养势在必行，它不仅是依法治

教大环境下催生的必然要求，更是依法治校在当下的关键落点，与教师依法执教的时代呼唤同声相应。 
对教师个体而言，依法执教是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是依法治校的要求。教师开展教育教学

活动必须严守法律规范，确保教学步骤和教育决策合法合规。同时，依法执教不仅是守法，还包括运用

法律武器保障自身和学生权益。如教师在教学资源使用中，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同时维护自己的教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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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被侵犯。 

5.2. 满足教育育人刚需 

教育惩戒脱胎于教育基本规律，初心是助力学生成长，回归教育本真。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

它一头连着教师的管理职责，一头牵着学生的受教育权，关联着师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9]。教师运

用惩戒手段时，务必兼顾惩戒行为的正当性与师生权益的平衡性。但现实中，往往过于聚焦学生权益

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师权益维护以及教育惩戒实施过程中的诸多细节。这意味着教师开展

教育教学活动时，必须严守法律规范，让每一个教学步骤、每一项教育决策都有法可依，切不可触碰法

律红线。 
因而，着力培养与提升教师法律素养意义重大。一方面，它赋能教师，使其依据自身扎实的法律知

识储备和敏锐的法律意识，妥善实施教育惩戒，确保惩戒行为有理有据；另一方面，能为师生双方权益

罩上“保护罩”，让教育惩戒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最大限度规避潜在风险，化解矛盾冲突，为教

育教学活动营造和谐有序的环境，促使教育惩戒真正服务于育人目标。 

6. 教育惩戒视角下教师法律素养的困境 

6.1. 相关法律整体把控不足  

多数教师日常忙于教学任务，对教育惩戒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深入学习。许多教师并不清楚《中小

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详细的惩戒分类与适用情形，例如一般惩戒包括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等，

较重惩戒如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公共服务任务等，严重惩戒像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

学等具体操作边界。这使得教师在实施惩戒时，常常凭借个人经验或模糊认知，容易出现惩戒过度或惩

戒不到位的情况，将正常的教育管理行为演变为侵权行为[10]。 
合法的教育惩戒，仰赖教师对相关法律全方位的理解，包括内容细节、适用范围、依据源头等。法

律依据是惩戒合法性的基石，精准把握法律边界才能确保惩戒得当。但当前许多教师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面对复杂教育场景，无法清晰区分惩戒与体罚，常常越界，滥用惩戒手段，不仅违背教育初衷，还易引

发法律风险。 

6.2. 教育惩戒权责认知模糊 

教育惩戒兼具权利与义务双重属性。从权利维度看，它是教师基于学校教育教学大局、维护班级良

好秩序、保障教学活动顺畅推进的有力抓手，本质是为了实现公共教育利益，而非侵犯学生权益。从义

务视角而言，当学生出现违纪问题，为了个体成长与集体教育环境不受影响，教师有责任实施惩戒，若

不作为则属于失职。 
然而，现实中不少教师对此存在误解。一方面，部分教师出于自我保护，将惩戒权“外包”，转给

家长、班主任或班干部，使得校内即时惩戒延迟甚至落空，极大削弱了惩戒的教育时效。另一方面，有

些教师因畏惧惩戒引发的矛盾纠纷，对学生的问题视而不见，该管不管，导致惩戒有名无实，教育管理

陷入僵局。 

6.3. 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足 

面对教育场景中的突发情况，教师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风险预判能力。在实施惩戒行为时，大部分

教师没有养成留存证据的习惯，一旦学生或家长对惩戒行为提出异议，教师很难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与合理性[11]。同时，在惩戒结束后，许多教师未能及时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变化，忽视了可能因惩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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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引发的学生心理创伤，这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还可能使教师陷入意想不到的法律纠纷之

中。 

6.4. 法律培训体系不完善 

当前，学校为教师提供的培训大多集中在教学技能提升与学科知识更新方面，专门针对教师法律素

养提升的培训少之又少。即便有少量的法律培训，也存在诸多弊端，例如培训内容理论性过强，与教育

惩戒的实际操作场景严重脱节；培训形式单一，多以讲座灌输为主，缺乏互动性与实践演练环节，导致

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培训效果不佳。此外，校外专业的法律培训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培训成本过高，

且培训时间与教师繁忙的工作时间冲突，使得教师很难获得系统且实用的法律学习机会，法律知识更新

缓慢，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教育法律环境。 

7. 提升教师法律素养的措施 

7.1. 筑牢法律意识根基 

(1) 完善法律知识学习体系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应协同合作，为教师量身打造一套系统全面的教育惩戒法律知识学习方案。

一方面，整合线上线下学习资源，邀请知名法律专家录制系列线上课程，对涉及教育惩戒的核心法律法

规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并结合大量生动鲜活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让教师能够随时随地开启学习之旅

[12]；另一方面，定期组织线下专题讲座和研讨活动，邀请一线教师分享教育惩戒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

法律专家现场答疑解惑，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共同成长。同时，为确保教师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将法律知识考核成绩纳入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体系之中，使学习

法律知识成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更新观念，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政策动态，从立法、执法到司法全过程，

深入领会依法治国精神，强化自身法治信仰。深刻意识到法律素养对教育工作的关键支撑作用，切实维

护教育法律法规尊严，精准界定师生权利义务关系。面对教育惩戒情境，学会运用法律思维剖析问题、

解决难题，为学生树立法治榜样，引导其正确看待惩戒，以教师的法律素养“正能量”对冲惩戒可能带

来的负面影响，捍卫师生合法权益。 
(2) 加速法律知识迭代 
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持续更新法律知识储备。在新时代浪潮下，积极转

变思想，聚焦教育政策法规前沿，深刻领悟法治内涵与依法执教要义。不仅要广泛涉猎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拓宽知识视野，还要深入钻研教育领域专属法律知识，为教育惩戒的精准

实施提供坚实理论后盾。 
(3) 强化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学校应积极开展法律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活动，创新培训形式，引入模拟法庭、案例复盘等实践演练

环节。通过模拟法庭，设定一些常见的教育惩戒纠纷场景，如学生因惩戒受伤、家长投诉教师体罚等，

让教师亲自参与角色扮演，模拟从纠纷发生到法庭诉讼的全过程，在实践中深刻体会证据收集与留存的

重要性，掌握与家长、学生沟通的技巧与策略，以及在面对法律诉讼时的应对方法[13]。此外，学校还应

建立健全教师法律顾问制度，聘请专业律师担任学校法律顾问，为教师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服务。教师在

实施惩戒行为之前，可向法律顾问进行匿名咨询，确保惩戒行为合法合规；在遇到法律纠纷时，能够及

时获得专业法律援助，有效化解危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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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多管齐下赋能教师法律素养进阶 

7.2.1. 校园内部协同发力 
(1) 优化法律培训生态，夯实知识根基 
教育部门需强化担当，加大资金投入，精心打造集多元功能于一体的教师法律培训专属数字化平台。

这一平台宛如知识宝库，汇聚国内一流法律教育资源，从教育惩戒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细解读，到具有警

示与借鉴意义的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再到实操性强的法律实务技巧传授，全方位覆盖教师学习需求[15]。
依托智能化算法，平台能依据教师学习轨迹、测评反馈，如精准导航般为其推送个性化学习指引，保障

学习成效步步登高。 
师范院校作为教师成长的摇篮，肩负源头培育重任。要大刀阔斧调整课程架构，提升教育法律类课

程占比，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壁垒，将知识学习与实习实训紧密相连[16]。例如组织师范生深度参与模拟教

育纠纷调解、校规制定合法性审查等实践活动，让其带着扎实法律素养自信迈入职场。 
(2) 厚植法治文化土壤，营造熏陶氛围 
学校通过校园广播、校刊校报、公众号等渠道，传播法律知识，营造法治文化氛围。打造法治文化

长廊，以多种形式展示法律知识和法治故事，让师生在校园中感受法治气息。组织常态化教学研讨沙龙，

聚焦教育惩戒热点难点问题，鼓励教师分享经验、交流困惑，共同探索解决方案。例如，某学校每月举

办一次教育惩戒研讨沙龙，教师们在沙龙中分享自己在教育惩戒中的成功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共同探讨

解决方法[17]。 

7.2.2. 借助校外力量精准赋能 
(1) 深度牵手专业机构，开启研学之旅 
教育部门主动作为，联合检察院、律所搭建高端法律咨询交流平台，为教师量身定制“法律导师陪

伴计划”。双方以互动频繁的师徒模式，定期围绕教育惩戒实操困境、家校法律纠纷化解等主题，开展

实战演练式研讨活动[18]。教师带着一线难题虚心求教，导师凭借深厚专业造诣与丰富实践经验倾囊相

授，助力教师突破法律认知瓶颈，实现专业素养飞跃。 
(2) 全力争取部门支持，护航教育实践 
学校应积极靠拢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全力争取长期、系统的法律援助项目落地生根。专业法律团

队深入校园，以海量真实教育惩戒案例为蓝本，为教师逐一厘清法律边界、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教师

规范惩戒流程、规避法律风险[19]。学校在此过程中沉淀实战精华，构建分类明晰、检索便捷的案例数据

库，教师借助案例研习与实践打磨，不断提升法律运用能力，为教育教学稳健前行注入磅礴法治力量。 

8. 小结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浪潮中，教育领域的法治化进程稳步迈进，教师法律素养的提升成为关键支

撑。它既关联着教育惩戒权的恰当施行，又紧密牵系学生权益保障、教育质量跃升以及整个教育生态的

良性优化[20]。 
教师要紧扣时代律动，主动革新观念，将法律意识深植教育日常思维。时刻追踪国家法律动态，深

度研习立法、执法、司法全流程，强化依法治国理念认同，牢固树立依法执教意识，厘清师生权利义务

边界。并且，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应化作教师职业自觉，广泛涉猎宪法为基的法律体系，精研教育专业

法规，保障知识储备常新。 
提升教师法律素养的探索实践，不仅能解决当前教育中的问题，还为教育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助力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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