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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对犯错的孩子不能抬手就打
编者按：

在当今家庭教育中，家庭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给孩子的身心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由此
应运而生的家庭教育法，不仅可以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更警示人们，家庭教育已不
是一家一户的家事私事，而是全社会应关注和参与的“大事”，它关乎孩子的成长，更关乎民
族的未来。每个孩子都不是完美的天使，“养不教，父之过”，愿普天下为人父母者对孩子都
能爱得理智，育得科学，不可殴打虐待。

人民日报谈家庭暴力：对犯错的孩子不能抬手就打
题目即观点，祈使句式
彰显态度。

①日前，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
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
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
庭暴力。

开宗明义。开篇通过家
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审议
亮明观点——在实施家
庭教育过程中不得使用
家庭暴力。

②家庭教育法草案给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者敲响警钟，对
“打是亲骂是爱”的错误观念进行纠正：家庭教育，不是关起门
来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被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法
治化管理轨道的“国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
兴让”，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办
好家庭教育不仅事关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事关公共福祉。

重要性分析。家庭教育
的定位：家庭教育不是
“私事”，而是被纳入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和法治化管理轨道的
“国事”，它不仅事关
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事
关公共福祉。

③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然
而，养育了孩子，自然就能成为好家长吗？并非如此。不论是“不
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抱怨，还是将殴打虐待
孩子作为教育手段，都暴露出“施教者”教育能力的缺失。

④家庭暴力作为一种惩戒手段，简单、粗暴。面对犯了错误
的孩子，应用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等科学方式教育，不能抬手就
打。然而，家庭暴力对孩子身心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亟须叫停。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暴力”也应包括“冷暴力”，对孩子采取
恐吓、呵斥、讽刺、冷漠等方式，也会伤害孩子的幼小心灵。其
实，世界上最疼爱孩子的，莫过于父母。所谓“打在儿身，疼在
娘心”，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如果能有更有效的方式把孩子教育
好，家长一定舍不得动手。反之，在家长不掌握科学教育理念、
不具备科学教育能力，甚至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下，
让他们采取合理的手段教育孩子，很难。

家庭教育方法一：言传
身教、循循善诱等科学
方式。

⑤办好家庭教育，“施教者”需要先受教育。江苏省妇联与
有关部门开展的家庭教育现状问卷调查显示，近 50%的家长不知
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约八成家长缺乏相关知识和经验借鉴，
迫切需要家庭教育服务。办好家庭教育，家庭、学校、政府、社
会都有责任。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开设“家长课堂”“家长学
校”，做出了积极探索。如江苏省印发《关于加强与改进中小学
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小学家长学校每学期
组织 1—2 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迫
在眉睫，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高校开设了家庭教育相关课程，部
分师范类院校设置家庭教育方向，2020 年，上海还推出了“万名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计划”。

家庭教育方法二：“施
教者”需要先受教育。

⑥在立法管住家长“巴掌”的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到，“好
孩子是夸出来的”也并不是万能灵药，奖励和惩罚都是教育的必

家庭教育方法三：司法
部门应对家庭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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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如同前不久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家庭教育也应被赋予科学合理的“惩戒权”。“溺子如杀子”，
在孩子犯了错误时，适当适度的惩戒必不可少，如此，才能让孩
子知敬畏、守规矩、懂进退。家庭教育立法，保护的是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绝不是袒护纵容“熊孩子”。孩子不能只在赞美声
中长大，适宜的批评教育十分必要。这就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案
例宣传等方式，对家庭教育的“惩戒权”进行规范和引导，既划
出红线底线，也挂上指路标识。

“惩戒权”进行规范和
引导。

来源：2021 年 01 月 31 日 人民日报
作者：张烁

【时代警语】
“溺子如杀子”，在孩子犯了错误时，适当适度的惩戒必不可少，如此，才能让孩子知敬

畏、守规矩、懂进退。家庭教育立法，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绝不是袒护纵容“熊孩
子”。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下列各句中的引号，和例句中横线处引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

例句：家庭教育，不是关起门来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被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和法治化管理轨道的“国事”。
A.办好家庭教育，“施教者”需要先受教育。
B.“溺子如杀子”，在孩子犯了错误时，适当适度的惩戒必不可少，
C.家庭教育立法，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绝不是袒护纵容“熊孩子”。
D.所谓“打在儿身，疼在娘心”，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如果能有更有效的方式把孩子教育好，
家长一定舍不得动手。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日前，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
的家庭暴力。有人认为，“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必须要立法管住家长的“巴掌”；也有人担
心，立法管住家长的“巴掌”的同时，会不会陷入纵容袒护“熊孩子”的困境，毕竟“棍棒底
下出孝子”。

针对以上材料，你又是怎样认为的呢？请谈谈你的看法，300 字左右。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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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家庭教育惩戒的边界在哪儿
近日，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由于事实上，不少中国父母在家庭

教育中尚未彻底舍弃“棍棒”，使得其中“家庭教育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也是模糊点。

对此，首先要通过整个家庭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加以理解。如果以化简的方式对该草案进行
逐层删减，最后得到的主要就是两层意思：一是保障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全发展；二是明确家长
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法定责任。主要解决的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拒绝或者怠于承担家庭教育责任、实施家庭教育不当导致未成年人行为出现偏差或者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等严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教育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是家庭文化的提升，家教文明的提
升，同时也是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法律条文远远不够，事实上需要所有
家庭和父母依据法律，根据自身实际做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改进和提升。

“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包括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胁迫、引诱、
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
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按照表现形式划分，
可分为身体暴力、情感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这一界定显然适合未来正式通过的家庭教育
法。

可以说，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家庭通常不会在家庭教育中使用暴力，但在特殊情境下可能会
不由自主地又用上了暴力。这已经不再是法律上的家庭暴力底线不清晰，而是认知上的暴力底
线不清晰，或者说是存在认知的误区。这种认知的误区常表现为：孩子犯错了打骂一下是必要
的，偶尔用打骂作为教育的“撒手锏”是可以的，打骂一下就是有效果。

上述观念都是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延续
下来的。当法律有了明文规定后，它所产生的效果就会发生变化。即便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
下，暴力教育所产生的效果总体上是坏的。

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大面积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的暴力倾向虽然有其生物性遗传的源头，但
其所生活的环境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影响最大的是未成年人所生活环境中成年人的暴
力行为。有明显暴力倾向的儿童大多曾经是暴力的被接受方、模仿者，如果孩子默认暴力是有
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他就会使用暴力解决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突破犯罪底线走上不归路。
显然这是任何有点责任感的父母或家庭成员都不愿看到的后果。立法规定“家庭教育不得有任
何形式家庭暴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父母或监护人守住这条底线。

同时，“不得有任何形式家庭暴力”并非要求父母或监护人放弃在教育中对孩子的惩戒权。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教育中监护人的职责与权
力是对等的。家庭教育需要在充分尊重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自主性的前提下，才能更为有效
发挥政府、学校和社会的促进作用，非必要时无须进行国家干预。

家庭教育惩戒的边界在哪儿？与学校教育相同，家庭教育中的惩戒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则。
在如何用好家庭教育的惩戒权上，相关部门的家庭教育指导需要发挥作用。上等策略是以建设
和美家庭为目标更好地发挥家庭教育效能，以互动式的亲爱和睦化解孩子成长中的各种艰难，
建设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的家庭，遇事以协商的方式为主，共同制定规则，共同遵循规则，共
同划定底线，必要时相互监督，就可以在最低限度实施惩戒。

如果父母或监护人无法创造条件使用上策，也需要走出“棍棒底下出孝子”“熊孩子不打
怎么管”的教育智慧困境。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也需要冷静理性，至少在心里明确，在
家庭教育中贸然使用暴力是下下策，即便未达到需要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度，但它所产生的危
害不仅巨大，而且长时间难以消除。

父母或监护人心中的暴力没有了，就能确保随心所欲仍不逾底线。
（来源：2021 年 01 月 28 日《光明日报》02 版 作者：储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