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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厂房位于渤海新区黄骅市科创产业园
内规划路十一以东，中兴大街以西，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面积详情】房源一：已经建成占地面积10000平方
米，厂房5000平方米，分为两跨，跨度为8米，高度为
12米，可安天车。配有3层办公楼共1000平方米。

【配套设施】水电齐全，厂区配有350千瓦独立变压
器，餐厅、办公室、住宿……一应俱全。
【土地性质】正规园区，工业用地，可环评，可办照。
【适合行业】机械加工、设备组装等。
【租金价格】租金面议，欢迎有意者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010-82893226 1333108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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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专心学习，许多
学校在开学后都会要求学生上
交手机。有孩子为此动起了小心
思，想利用网上卖的各种“上交
神器”“藏匿神器”，或是对手机
偷梁换柱，或是将手机百般藏
匿。而售卖这些“神器”的网店，
也在近期迎来了一波购买热潮。

学生偷藏手机
老师只能“斗智斗勇”

在初中担任过多年班主任
的陆颖（化名），平日里不仅要抓
学习，还要抓教务，在学生交手
机这件事上，她也有过不少次和
孩子们“斗智斗勇”的经历。

陆颖回忆，一开始学校考虑
到学生可能有急事要接打电话，
并没有强制收手机，仅仅规定了
不能用手机来娱乐。但后来发现
孩子偷偷拿手机出来玩，所以只
能“一刀切”，全体学生在早晨到
校时都必须上交手机。

收来的手机，会放进教师办
公室的柜子里。原以为这样就能
万事大吉，但陆颖巡查班级时，
居然还能看见有学生在偷用手
机。一问才知，学生早上确实交
了手机，但交的是家里的“古董
机”，能玩的智能手机还留在手
里。后来经过排查，这样的情况
不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有的学
生上交的甚至是“模型机”。

之后的一次班会，陆颖把问
题向全班作了通报，在收手机时
也定了新规矩，以前是所有人来
了之后自觉交手机，班干部负责
监督和清点数量，现在是分成好
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各自收齐后
放到对应的袋子里。那些糊弄过
自己的学生，陆颖会特意留个心
眼，看看他们交的手机是不是

“真手机”。
“咱们成年人都会忍不住刷

手机，何况十几岁的孩子呢。”但
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陆颖还
是时刻告诫自己不能心软，发现
一例就要处理一例。开家长会的
时候，她也不点名地说了学生交
假手机的事，让家长回家多留
心，看看孩子是不是拿了家里的

旧手机，是不是偷偷买了模型
机。“这件事光靠学校是很难管
住的，平时家长也得多帮忙。”

线下门店难觅
仿真手机网上热销

孩子们手上的模型机都是
哪来的？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下手
机店，展示区外摆的基本是实
机，只有少数店铺在后台会留存
一些模型机，不对外出售。这些
模型机正面并没有屏幕，取而代
之的是一块带有宣传语的彩色
外壳，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分
别。

线下门店的模型机难找且

“一眼假”，线上却是另一番天
地，售卖手机模型的网店非常
多，产品外形也更加真实。

记者网购了两款模型机，其
中相对便宜的一款，还是能感受
到与真机有些许不同，大小上比
真机小一些，摸上去的手感也有
些粗糙。而价格稍贵的另一款，
除了不能开机之外，无论是大
小、手感还是重量，都与真机很
相似，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
度。

部分网店显然知道自己的
受众是谁，会在产品名称上标注

“学生上交”“上交顶包”。刚刚开
学，这些网店就迎来了一波购买
潮，有的店铺近24小时就有200
多人购买。评论区里，还有不少
疑似学生的买家留言，“这个是
真像，打算开学拿去偷渡手机，
祝我成功”。

为了让模型机更加逼真，有
些网店甚至推出了“亮屏版”产
品，价格要稍贵一些。所谓亮屏，
指的是长按开机键后，手机屏幕
上会出现“电量不足”的提示，还
会发出振动，用来避免老师的突
击检查。

“神器”多种多样
网店宣传明目张胆

陆颖平时也会刷社交平台，
她曾看到过其他学校的老师现

身说法，为了查学生有没有私藏
手机，甚至还用上了金属探测
仪。

之所以老师会用上探测仪
这种“高科技”，或许和现在的
学生过于“聪明”有关。在社交
平台上，能找到很多篇学生写
的“藏手机经验谈”。除了教“藏
在哪”，甚至还有攻略会推荐

“藏手机神器”，形式之多样令
人瞠目结舌。

一 款 外 观 像 保 温 杯 的 水
杯，打开瓶盖可以正常喝水，而
旋开底座，里面竟然有一个可
以藏手机的暗格；一块普普通
通的镜子，翻过来倒过去看起
来都很正常，但如果手动把镜
面和底座撬开，中间就会露出
一块空间可以藏手机……除此
之外，还有笔记本、书籍、闹钟、
毛绒玩具等，几乎每一样东西
都能做出暗格。

这些推荐的“神器”，在网购
平台上都能找到对应的商品。如
果说模型机的卖家还能辩称是
给手机店供货，那么这些售卖

“神器”的网店显然就更加明目
张胆了。“手机藏匿神器、100%
安全入校、不限手机、隐私发
货”，这些宣传语，明晃晃地写在
了网店的宣传封面上。而对于

“道高一尺”的金属探测仪，有些
商家甚至还“魔高一丈”，推出了
可混淆检测的“安全款”产品，价
格也要更贵。 据《北京晚报》

老师要求上交手机 网上热销“上交神器”

仿真手机“顶包”师生“斗智斗勇”

前不久，《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
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
布。《意见》明确“维护教师教育
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学
校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保障教师
履行教育职责。”这一鲜明表态，
引发社会关注和热议。

北京一小学班主任近日来
电反映，在教学实践中，不少老
师不敢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惩
戒，“管”重了可能会被认为是体
罚学生，甚至可能被家长投诉。

“惩戒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
位班主任不禁问道，她希望随着

《意见》的出台，“维护教师教育
惩戒权”能够真正落地。

教育惩戒权话题备受关注，
一边是部分学生需要老师严格
管教，家长也希望老师进行有效
管教，一边是部分老师不敢管、
不能管，教师的惩戒权得不到保
障。如何将教育惩戒权纳入法治
轨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
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惩戒“度”不好把握
想“管”又不敢“管”

天津市某小学一名赵姓老
师入职一年多，她告诉记者，自
己刚入职时，就有从业多年的老
师提醒她：不要对孩子“管”得太
严，之前有位同事因为批评了几
句做错事的学生，可能语气有点
重，结果被家长投诉了，最后这

位老师还被学校领导批评了。
安徽宿州某中学薛老师是

一名有着十几年丰富教学经验
的教师。对待平时不遵守课堂纪
律、难以管理的学生，她有自己
的一套方法，比如和学生坐下来
面对面聊天、谈心。遇到实在难
管的学生，她会进行适当的批
评，但基本不会对学生进行罚站
等惩戒，因为“不太清楚惩戒的
尺度和边界究竟在哪”。

“惩戒可能引发部分不可预
见的情况，教师惩戒力度和处置
方式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引发
家校矛盾，还可能对教师造成伤
害。”广东广州某小学黄老师说，
有的家长见不得自己孩子在学
校受任何一点“委屈”，这也是教
师行使惩戒权的常见阻碍之一。

多名受访教师表示，学生
个 体 感 受 差 异 大 ，拿 捏 惩 戒

“度”稍有不慎，都可能对学生、
教师产生负面影响。“想‘管’又
不敢‘管’。”一名教师直言，而
惩戒权的丧失，可能会导致师生
关系扭曲，校园欺凌得不到及时
有效制止，个别学校甚至发生学
生打老师的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
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认为，
从教师个人的视角来看，行使惩
戒权会有很多“麻烦”，包括处理
学生心理压力和应激行为，应对
可能发生的师生冲突和家校矛
盾等。此外，如果教师行为涉及
不当惩戒，还有可能受到师德处
分及其他形式的学校内部处理；
情节严重的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现行教育惩戒的规则
还不够完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不能为教师
实施教育惩戒提供应有的规范
和指导，因此会有部分教师对要
不要惩戒、如何惩戒感到无所适
从。”蔡海龙说。

家长接受程度不同
“不好管”“管不好”

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
持教师积极管教。实际上，2021
年3月1日施行的《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
则》）已明确，中小学教师可行使
多种教育惩戒手段，同时也为惩
戒权划出了“禁区”“红线”，赋予
了学生、家长申诉的权利，并强
调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有相关规定作为“靠山”，在
教学实践中，为何仍有部分教师
表示自己“不好管”“管不好”？

北京某小学语文王老师表
达了自己的困惑：合理的惩戒行
为如果引发了学生身心安全问
题，教师是否要担责？“暂停或限
制学生参加集体活动”若引起青
春期学生叛逆或过激行为，教师
应该如何处理？

北京某学校教师马慧提出
了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即：教
育惩戒的难点在于惩戒的尺度

没有定性，不同家长对于惩戒的
接受程度不同，老师眼里的惩戒
可能是家长眼里的体罚。“惩戒
和体罚，能不能通过客观表述作
出具体规定？”

还有老师告诉记者，《规则》
规定，对“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
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可以
实施必要惩戒，但“故意”一词难
以确定，容易引起教师和家长间
争议。常见的情况有因家长擅自
免去孩子作业引发的争议等。

对此，蔡海龙认为，这主要
是因为目前教育惩戒的尺度仍
然不够明晰造成的。

“《规则》对于学校和教师可
采取的教育惩戒措施主要采取
了列举式的规定，在其所列举的
惩戒措施之中，有些类型属于内
涵清晰便于施行的，如点名批
评、责令书面检讨等。也存在部
分内涵不清或是难以施行的，例
如额外的教学任务或班级公益
服务任务、一个课时以内的罚
站、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
等。还有一些类型的惩戒措施，
如训导、训诫、教导、管教等，对
其内涵和形式都没有作出明确
规定，给学校和教师留下了较大
的选择和裁量空间，在实施过程
中很容易产生漏洞或出现解释
不清的问题。”蔡海龙说。

家校社会充分合作
提供具体规范指导

《意见》出台后，不少网友纷

纷表示“把惩戒权还给老师”，代
表了整个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
重。

同时，有受访老师向记者表
达了这样的困惑：对学生实施惩
戒时，如果家长硬是不接受，坚
决要求对孩子免予处罚，惩戒权
是否会成为“空中楼阁”？教育惩
戒权实行过程中的种种困境该
如何破除？

对此，受访专家指出，要想
真正发挥好教育惩戒的作用，
仅靠教师一方远远不够，要在
探索的过程中建立健全教育惩
戒的实施、监管和救济机制，让
学校和教师会用、敢用、慎用教
育惩戒，并让家长和社会理解、
支持、配合学校及教师的教育
和管理，共同实现立德树人目
标。

在蔡海龙看来，政府应当
积极推动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
性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完善教
育惩戒的规范体系，为教师实
施教育惩戒提供更具有操作性
的规范和指导；学校要通过制
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为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提供支持和保障，同
时监督教师依法实施教育惩
戒，确保教育惩戒的权力不被
滥用；从家庭和社会的角度来
说，应当培养科学的教育理念，
正确认识惩戒在培养学生健全
人格中的重要作用，支持、理
解、配合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管
理，通过家校社之间协同配合
共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据《法治日报》

想“管”又不敢“管”

教师惩戒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网店评论区里网店评论区里，，还有不少疑似学生的买家留言还有不少疑似学生的买家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