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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很多人可能关注了这样
一则新闻：12 月 4 日晚，驻马店一 8
岁小男孩因在其他寝室跟同学玩
耍，被班主任看到，孩子急忙往自己
的寝室飞奔，班主任喊话让他停下，
并抬脚踢他屁股。孩子猛然停下转
身，这一脚正巧踢中孩子下体。孩
子的“小鸡鸡”流血不止，送医后发
现有一道两厘米多长的撕裂伤。

8岁正是调皮难管的年纪，班主
任估计也不会是故意伤害孩子。问
题是，这种惩戒超出了应有的界限，
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近些年来，不少人反思，在目前
的学校教育中，赏识有余，惩戒不
足。很多孩子娇生惯养、心理脆弱，
加上“校闹”事件也有不少，不少老
师谨小慎微，不愿也不敢对学生行
使必要的惩戒权。频发的校园暴
力，于此也许有一定关系。惩戒教
育的缺失自然不是件好事，时间久
了，容易造成有“教”无“育”的状况。

惩戒教育，事实上很生动地表
现在“教”字的字形上。古汉语中的

“教”字：左边一个“子”为儿童，“子”
上的两个叉为算术的筹策（小木
棍），右 边 像 人 手 持 教 鞭（或 棍
棒）——“教”，本就有惩戒的内涵。
当然，“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老话是
不必再提了，体罚孩子断不可取，但
惩戒的教育理念不该丢。

于教育者来讲，适度的惩戒不仅是
合法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惩者，以

正其心也”，惩戒就是要让学生知道须
为错误担责，是“正其心”的重要内容。

“惩戒教育”的核心、目的仍是
“教育”，而非单纯“惩戒”。惩戒绝不
是体罚，更不是伤害，要讲艺术、讲科
学，要把握尺度，做到有理、有益。

举个例子，英国不少学校都有惩
戒室，犯错的学生被要求在里面深刻
反省。这种惩戒，有规则，有程序。
除此，当学生的不当行为被确认后，
学校还可依据行为准则实施包括训
斥、额外工作、罚写作业、罚干活等惩
戒。但以上措施，都须考虑安全并满
足学生的基本权益，不能越线。

惩戒教育要合理实施，首先要
明确规则。如此，学生才能根据规
则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旦出现不当
行为，也知道自己将要受到什么样
的惩罚；而老师也能把握好惩罚的
度，同时对行使合理的惩戒权不再
顾虑重重。

惩戒行为需要接受监督。惩罚
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不是老师发
泄不良情绪的借口。老师行使惩戒
权，应当处于学校的监督下。

惩戒应当公平。是否公平，直接
影响着惩戒教育手段的有效性与惩
戒教育的效果。因此，在惩戒面前，
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平等的，惩罚的
强度与过失行为程度也应该相对应。

适度惩戒，是对学生负责，也是
对其有益的规则教育，需要既大胆
行使，又使之有度。

【新闻背景】近日，一则“民生
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副总经理利用职
位逼迫女职员开房”的网帖引起热
议。随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办公
室纪检人员回应，当事双方分别是
中心商业区管理总部4中心副总经
理关某及一名王姓女职员，该女职
员已于11月离职，是临时员工。上
周他们发现此事之后便开始着手调
查，网上流传的微信聊天记录属实，
关某对王女士确实存在一段时间微
信上的骚扰，初步确认俩人之间的行
为只局限在微信上，并没有产生实质
性的关系。（12月8日《法制晚报》）

这位被上司性骚扰的王姓女职
工并没有选择懦弱，她的辞职与举
报，让整起事件进入公共的舆论场。

民生银行的回应，则是轻描淡
写。事实上，关某对王女士的性骚
扰至少已持续两年，并有过强迫性
的搂腰和摸手。而且，以工作相要
挟，已属于赤裸裸的性索贿。

为何银行方会表现出公众难以
接受的“宽容”态度？也许因为，一

边 是 管 理 人 员 ，一 边 只 是“ 临 时
工”。更大的缘由，可能在于对性骚
扰行为的法律威慑力不强。自2009
年起施行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三
十三条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志，以
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
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
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不得不说，
法规的细化程度还不够，可操作性也
没有大家愿望中的那么强，进入司法
程序的性骚扰案件数量也相对偏
少。这，不免让性骚扰始终难以成为
必须被严肃以对的社会话题。

不要把“民生银行领导性骚扰女
下属”当成花边新闻。性骚扰行为之
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它没有遭遇
到外力的阻止。所谓外力的阻止，
一方面应来自被骚扰者的不沉默，
另一方面更应来自法律约束。在民
生银行性骚扰事件中，最惊心的不
是性骚扰，而是因为相关法规的缺
位，造成了当事领导的肆无忌惮，以
及银行方面回应的轻描淡写。

冬季天冷、风大、雾霾重，不少小
区地下车库因此成了居民青睐的活
动场地。晚报记者调查得知，地下环
境检测尚无具体标准，医生建议勿久
留。对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看过晚报报道，@三尺万卷深
有感触：天天回家都从地下车库走，
感觉空气质量确实不行。物业都布
置完一年多了，里面的油漆味儿还
是很浓，散不出去。@晴天dou好则
说：我家地下车库到处都是灰，车停
车走，搞得空气里都是扬尘，有时戴
了口罩也会咳嗽。

没有 相 关 检 测 标 准 怎 么 办 ？
@西南科大赖香呀发言：是否可以制
定地方规范性文件呢？问题摆在面
前，不能视若无睹，坐等国标啊！还
是要“特事特对”。

至于地下车库“排风设备大多
闲置”的现状，很多人觉得是“物业
怕费电”，@vanity_vestige 就认为这
是由于设计、管理不到位所致：地
下车库空气质量不佳，这是大家的
共识吧？地下车库的排风设备是
不是归物业管理？如果是，那么物

业有没有相关管理制度规定这些
排风设备应如何使用？

在@洛阳好备T看来，排风设备
开不开，业主应该说了算：在地下车
库活动的人不少，既有老人又有孩
子，大家要求把排风设备打开，这也
不算啥很过分的要求吧？退一步
说，哪怕加点儿物业费也可以啊，
要 是 得 了 病 还 不 知 道 要 花 多 少
钱。@喊我黄三金表示赞同：小区
有业主委员会的话，不如由业委会
出面和物业公司协商。

“话说回来，地下车库本来就是
为了停车、应急、避难而设计的，不能
要求太高吧？”@薛瑞众 2016 觉得，
居民还是尽量减少在地下车库的活
动频率。@郭怀东也说：健康和安全
最重要。@西南科大郑婷接过了话
茬儿：如果有更好的去处，谁愿意在
这“地穴”里遛狗、跳舞？如果社区建
有面积较大的活动室就好了！

@菏泽新志最后希望：楼市火热
时，房子盖得多又快，自然会有各种
问题，规划、监管一定得跟上啊。

（王斌）

教育惩戒须有尺度

轻描淡写的回应比性骚扰更惊心

“地下”活动,空气质量是个问题□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惩戒绝不是体罚，更不是伤害，要讲艺术，讲科学，要把握尺
度，做到有理、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