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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上海，“雷人”的校规并不多。记者调查
发现，多数学校的校规都是根据教育部的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及《中小学生守则》制定的。
为了与时俱进和公平起见，一些学校每隔几
年就会修改或新增校规，新规定推出前不仅
会征求家长的意见，还会邀请学生来开个小
小“听证会”，共同评议。

校规也需要"更新#

校规并非一成不变。!""#年，教育部就
曾经因为社会不良风气侵蚀着校园，对中小
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将“诚实守
信”写入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随
后，不少沪上中小学也相应作出了校规调整。
上海文建中学的《学生违反校规处理条例》里
第七条“由班级和年级协商处理的违纪行为”
就提到，“对师长不敬、行为不诚实，欺骗者”
要在班主任教育的前提下，由年级组长负责
处理和惩罚。

"课堂关机$写进校规

校园出现的新问题也成为校规修订的一
大依据。随着手机在中小学生中越来越普及，
它的使用变成了一种干扰教学的课堂“污
染”。因此，近年来，大多数上海中小学都对手
机下了禁令，并把禁令写进校规。
三年前，浦东上南中学就在校规中新增

了“手机使用规范”，规定了“进校关机，离校
开机；教学区域禁止使用手机”等条例。该校
学生处张老师说，新增这项校规的起因，其实
是源自家长反映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学生
拥有自己的手机，上课发短信，回家聊 $$。
“尤其是自控能力较弱的学生容易沉迷在手
机游戏或聊天中，影响课堂教学，也影响学
习。”于是，上南中学首先在家委会中征询意
见，制定了一个手机使用规范的大纲，然后，
邀请了学校学生会及团委的学生干部一起讨
论并制定出了现在的规定。

分年级训练行为习惯

和中学相比，小学生的行为规范更侧重
在行为习惯的培养上。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
学的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好习惯积星卡”，不
同年级有不同的行为习惯规定。副校长徐晶
解释说，比如，礼仪规定要求，低年级学生看
到老师要问好，高年级学生除了基本礼仪外
有更高要求，包括看到国旗升起要肃立并行
少先队礼等。“每学期，学校会根据新问题提
出新规范。上学期，我们发现学生午餐倒饭现
象严重。这个学期，学校就特地推出文明用餐
规定，包括了餐前洗手，吃饭时要垫餐垫，尽
量吃完盘中食物，吃完后自己清理桌子等。”
徐晶说。 本报记者 马丹

学生叹息“管头管脚”
不久前的一天，山东省一名初二年级女生跳楼身

亡。据孩子的母亲说，是因为学校连续向家长发短信，
要求孩子必须按校规剪短头发，但孩子却坚决不从，不
料悲剧由此而生。

为了学校的一纸“理发”之规，一条花季生命就此
殒命。这样的情况或许只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个案，但某
些校规之“贻害”却又是不争的事实，往往令学生和家
长叹息不已。且看———海南一所中学曾制定一条校规，
要求学生每天早上 %时前和晚上睡觉前各大便一次；
四川一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买春秋两套学生装和一
套保暖上衣，不买就不允许参加考试；浙江一所学校规
定，不戴美瞳、女生内衣不穿吊带衫。

制定校纪须守法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究竟一校之规应该怎样才

能起到有效管理和人性管理、科学化管理之功效呢？比
如，某校规定学生必须通过游泳测试，否则体育成绩做
不及格处理，且不发毕业证书。显然，这样的校规违反
了法律法规，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还比如，规定学
生“周末在家不准看湖南卫视，建议看中央电视台；生日
不能跟同学过；不能使用电子产品，包括 &'&、手机、电
脑、(&)、(&#等”，也是明显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

“男女同学平时距离不能小于 *"厘米。”这样的校
规既在实际教育管理工作中难以把握，也没有法律法
规作依据。距离不到 *"厘米就算早恋？就要被以违纪
论处？难道今后异性同学相处，还要随身带把尺子先量
好距离？

条条框框适得其反
有专家表示，其实，国家教育部门早就颁发了《中

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对学生的日常
仪表、待人、学习、敬孝、公德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可以
说，这两个规范性文件，是学校制定校规的“上位法”，
任何学校的个性化校规，都不得与此相悖，更不得违反
法律规定。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麻美英认为，中学阶段正
好是学生比较叛逆的阶段，禁止性的规定会造成学生
与学校之间的情感对立，所以即使学校出发点是好的，
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学校与其拿条条框框限制学生，
不如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模糊
了“校规”与“家规”的界限，对于学生个人行为，尤其是
校外行为，自有社会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约束。“超出
学校的管理范畴去干涉学生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与
个人空间，就是越权。无论有怎样良好的初衷，从本质
上讲，都是不允许的。” 本报记者 王蔚

“没有最雷，只有更
雷。”这是最近坊间对各
地一些校园里的雷人校
规发出的感叹。比如，
“男女生不得同桌吃饭”、
“上学必须背双肩包”，甚
至还有“学生每天应按时
大便两次”%%无奇不
有、千奇百怪的校规，究
竟“规范”得了什么呢？如
此校规又能塑造出什么
样的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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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数中小学请家长
学生开“听证会”———

定校规不是
“拍脑袋”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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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一些名校对学生的要求相当

具体细致!包括校服的穿着与进餐的

礼仪等 本版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