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李永辉 7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时 事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全军院校
长集训27日上午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代
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院校长和
军事教育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
他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要全面
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全面实施人
才强军战略，全面深化军事院校改革创
新，把培养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
事人才。

上午 10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来到国

防大学。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
接见集训班全体学员，同大家合影留
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发展军事教
育，必须有一个管总的方针，解决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
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
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
才。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是做好军事教
育工作的基本遵循，要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实施人才强军
战略，全面深化我军院校改革创新，推
动院校建设加快转型升级。要在全军院
校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审视办学定
位，加强院校建设顶层设计和长远谋
划，形成职能清晰、有机衔接的办学育
人格局。要加强学科专业建设，聚焦强
军目标要求，坚持战斗力标准，健全动
态调整机制，加强以课程和教材为重点
的教学体系建设，加强院校科研同教学
的结合。要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教育
引导广大教员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
武装、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加大领军

拔尖人才、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力度，
培养一批知晓现代战争的名师，走开高
中级优秀指挥员到院校讲课的路子，用
好用足外部优质教育力量和资源。要在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框架下谋划和推进院
校建设配套制度，在人才素质标准、人
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管控、教育管理
运行等方面加强实践探索，从制度机制
上解决院校建设矛盾和问题。

习近平指出，院校长要讲政治、懂
教育、钻打仗、善管理、严自律，做办
学治校的行家里手。要具备同岗位要求
相匹配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坚持从

思想上政治上建校治校。要热爱军事教
育工作，更新教育理念，把握教育规
律，强化专业素养，推动军事教育与时
俱进。要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
究打仗，在院校大兴研战、教战、学战
之风，把为战育人落实到位。要从严治
教、从严治学、从严治研、从严治考，
满腔热忱解决教学科研实际困难，保持
院校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保持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局面。要
加强党性修养，加强作风纪律养成，加
强学习实践，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以自身的好形象带出院校的好风气。

习近平最后强调，全军要关心院
校、支持院校，把院校建设摆在优先发
展位置，健全指导机制，形成工作合
力，共同把我军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工
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许其亮主持开班式，张又侠、魏凤
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出席开班
式。

开班式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全军院校设分会场。各战区、各军兵
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院、国
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主要
领导参加开班式。

习近平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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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司法部公布《中小学教师实
施教育惩戒规则 （征求意见稿）》，旨
在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教师惩戒权定规立
矩。

惩戒规则能否保障教师有效而又公
平地震慑“熊孩子”？当惩戒权碰上

“校闹”，惩戒规则能保护老师吗？当罚
不罚，校、师是否有责？学校、家庭有
哪些教育“援军”？新华社记者走访多
地，听取学校、家庭及有关部门的看
法。

焦点一：家长担心，能
保证同过同罚、过罚适当吗？

惩戒规则第五条（二）规定：合法
合规。（教育惩戒） 应当以事先公布的
规则为依据，……程序正当、客观公
正；（三） 规定：过罚适当。应当根据
学生的性别、年龄、个性特点、身心特
征、认知水平、一贯表现、过错性质、
悔过态度等，选择适当的惩戒措施，实
现最佳教育效果。

有的家长对教师在惩戒时能否一视
同仁有疑虑。一些家长告诉记者，现实

中常有老师对违反纪律但成绩较好或自
己较喜欢的学生“睁一眼闭一眼”，仅
点名批评。而在同样违纪时，却对成绩
一般或自己不中意的学生施以罚站等更
重惩罚，有的批评甚至涉嫌人格侮辱。

邯郸市第三中学教育集团学生处主
任吴芷英建议，首先要尽可能详细地制
定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并将内容广泛宣
讲、告知，让所有学生、家长、教师准
确了解何种惩戒事由对应何种惩戒方
式。同时，惩戒行为的处理过程和处罚
结果都应公开，将教师的处罚权置于阳
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惩戒只是迫不得已的方式，应尽
可能不把学业惩戒纳入惩戒规则中，避
免教师因升学、考试考核压力，对学习
成绩暂时靠后的学生进行额外惩戒。

焦点二：老师担心，正当
惩戒造成损害，遭遇“校闹”
怎么办？

惩戒规则第十四条中规定教师正当

实施教育惩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因
素导致学生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
据此给予教师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有教师向记者表示，担心正当惩戒
造成意外后，一旦遇到“校闹”，学校
是否会顶不住压力，以处分教师息事宁
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
观认为，惩戒规则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对
教师正当惩戒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学
校的行为进行了约束。面对“校闹”，
学校同样受到相关内容约束，无权牺牲
教师权利。另外，惩戒规则中明确了学
校应引导对教育惩戒有异议的家长通过
多种渠道申诉，这对教师而言也是一种
风险缓冲。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认为，有些
家长将老师的惩戒视为受“欺负”，甚
至觉得上学是购买了教育服务而不是来
受气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取
得社会共识，才能为教育惩戒提供相对
宽松的环境。为此，应切实做好宣传引
导、对话沟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
章友德认为，惩戒规则采取的是“定

性+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意
外，只依靠规则来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仍
不够完善，还要依据教育法、教师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配合，
完善举证、质证、裁判等程序，使学校
和教师受到一个完备法律法规体系的保
护。

焦点三：当罚不罚，犯错
更大，学校和教师该担责吗？

放任“熊孩子”一再任性继而犯下
大错，教师和学校应承担责任吗？惩戒
规则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不少家长却
十分关心。

河北省安国市教体局基础教育股
股长安会根说，惩戒规则要求，较重
以上等级惩戒形式由集体研究决定，
如果当罚不罚而引发不利后果，学校
和教师应当承担教育和管理失职的责
任。

上饶市广信区第二中学教师姜鸿洲
认为，老师教育失职的后果虽然没有在
惩戒规则里明确，但现实中的惩罚措施
并不缺乏，如降薪、降职称等，严重的

甚至会被吊销教师资格证。
吴芷英称，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比如应当惩戒但受法律法规限制，
因而致使犯错学生未受惩戒的，教师或
学校应无责；应当惩戒但惩戒不当或过
轻未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后续又造成
严重后果的，教师或学校要承担部分责
任；应当惩戒但因教师或学校主观原因
没有惩戒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是教师或
学校严重失职，应该进行严厉处罚。

焦点四：家、校之外，
还有谁应该共管“熊孩子”？

惩戒规则规定，教师对学生实施教
育惩戒后，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帮
扶，注重惩戒与教育效果的统一。学校
可以根据实际和需要，建立学生教育保
护辅导工作机制，由学校分管负责人、
学生工作机构负责人、教师以及法治副
校长 （辅导员）、司法以及心理、社会
工作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
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矫
治。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构成犯罪但

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学校应当依法协
同、配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管
教、帮扶，并要求家长予以配合。

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学校校长蔡国
勋告诉记者，学校对有打架斗殴、偷盗
等行为的学生教育手段有限，除了言语
说教，就是请家长，效果有限。惩戒规
则应切实成为学校、家庭和相关部门之
间合作互动的纽带，丰富教育惩戒工具
包。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廖斌
认为，惩戒规则应当明确对符合条件的
学生，相应司法、行政机关应承担起

“社会转介”、督导管教的责任，扭转
“家长管没用”“学校不敢管”“社会管
不了”的局面。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陈
王莉认为，规则从教育惩戒角度为校检
共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提供了
有力依据。惩戒规则可对构成犯罪但未
受刑事处罚的学生教育、矫治、改造的
方式方法进行完善，如规范工读学校管
理、激活收容教养制度、建立教育社工
住校制度等。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7日电

能同过同罚吗？遇到“校闹”怎么办？家校之外“援军”何在？

教育惩戒规则还得迈过这些“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