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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即由教育部收集、编写并发布全国各地发生的各类

校园欺凌的教育惩戒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包括处理正确

和处理不当的两方面案例，案例内容和处理要有一定难

度和代表性。在指导性案例中，要述明基本案情、阐明

所涉事理、法理及其内在联系，以此来加强对教育惩戒

治理校园欺凌的实践指导。

2、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素养和

能力

教 师 是 教 育 惩 戒 的 直 接 实 施 主 体 ， 其 法 治 意 识 、

教育惩戒知识、实践能力状况直接影响到教育惩戒的实

施。现实中，部分教师因法治意识淡薄、教育惩戒知识

不足、实践能力不强，面对校园欺凌而弃用或滥用教育

惩戒权。对此，应由教育部门、学校组织，对教师进行

教育学、校园欺凌治理、教育惩戒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法律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并加强对培训的考核，提

高他们依法依规运用教育惩戒措施治理校园欺凌的意识

和水平，达到惩戒和教育违规违纪学生的目的，维护教

育教学秩序，促进中小学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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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础上，要及时更换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陈

旧案例，尽可能地拓展案例的涉及领域和问题表现。另

外，在关注腐败的潜在规律之余，也需要关注党和国家

反腐倡廉的最新动向，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成果、新要

求及时转化为案例库建设的新知识、新元素，让案例教

育达到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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