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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袋装碗高空抛下
居民被划伤急送医院

回想起那一幕，蒋女士依然心有余悸。那天上午，

她从外面回来，正要走进楼栋门，不料却被楼上抛下的

一袋垃圾砸中。

“当时我也不知道伤得多厉害，反正脸上血流如

注。我很快就被送往新华医院。”

经过医生紧急处置，蒋女士靠近左眼面颊里面缝

了2针，外面缝了8针，伤口深及骨头。万幸的是，经过

CT等检查，蒋女士的脑部和眼睛均未被伤及。不过，

蒋女士说，这个春节，她过得很不开心。

后来，蒋女士听家人说，高空抛下的那袋垃圾里有

一只泡麦片的碗，砸中蒋女士的时候，碗里还粘着麦

片。警方和居委会已经在这栋楼重点走访摸排了一些

居民。在小区院墙一侧，有一个探头正对着事发的那

栋楼。

肇事人家经常窗外抛物
居民称“住这里太尴尬”

3月1日下午，在这栋楼的一楼开理发店的黄女士

告诉记者，她也深受楼上高空抛物之害。

“这户人家，什么垃圾都敢往下扔。餐巾纸、老菜

皮等等，只要能从窗户里丢得出来的，他们都敢往下面

扔。”回想起2月10日蒋女士被砸中的那一幕，黄女士

说，当时她刚开门不久，就听见外面有人喊叫。她连忙

跑出去看，发现蒋女士满脸鲜血，就急忙跑回屋子里，

拿了很多纸巾去帮蒋女士压着伤口。然后邻居们报

警，打120，送蒋女士去医院。

目击者龚先生说，那天早上他正

好出门，看到了蒋女士被砸伤的那一

幕。“当时很吓人，她脸上血糊糊的，一

开始我以为是砸到了头。要是砸破了

头，肯定比现在严重得多。”

住在这栋楼里的纪女士是后来才

知道这件事的。“我一点都不感到意

外。那户人家一直就这么往外丢东

西，迟早要出事。这不，砸伤人了，差点闹出人命，看他

家收不收手！”

纪女士说，出了这件事，肇事的那户人家又不去自

首，他们作为同一栋楼里的邻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作

案嫌疑，处境非常尴尬。

嫌疑人被刑拘，
警方称涉嫌高空抛物罪

3月3日，据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警民

直通车上海”援引杨浦公安分局消息，近日，上海市公

安局杨浦分局破获一起高空抛物伤人案，犯罪嫌疑人

於某被刑事拘留，这也是上海首例因涉嫌高空抛物罪，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涉事大楼共计24层，每层10户人家。通过实地走

访勘查，民警发现塑料袋系从8楼以下楼层抛出，从抛

物轨迹来看，是从东北侧抛出，民警对相关住户开展，

逐层逐户的走访排查。

经过连续多日的不懈努力，3月2日晚，居住在该

楼内的犯罪嫌疑人於某被警方抓获。到案后，於某对

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供认不讳。

据於某交代，2月10日上午，他独自在家休息，看

到屋内有不少垃圾便一并收入塑料袋中，其中还有此

前自己不慎弄碎的陶瓷杯。因懒得下楼前往垃圾站，

於某竟将含有陶瓷碎片的塑料袋直接扔出了窗外。此

时，被害人蒋女士恰巧经过楼下。

“听见惨叫声，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闯祸了，因为心

虚我便下了楼，看到一位阿姨满脸鲜血很痛苦，本想过

向她承认是自己扔的垃圾，但最终因为害怕就离开

了。”於某对当天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为自己的行为

既后悔万分，又无比自责。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

3月1日，《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正式施

行。该规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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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赋予学

生、家长申诉的权利，并强调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新学期伊始，惩戒规则能成为教师依规适度行使

惩戒权的“底气”吗？学生与家长们能接受配合吗？规

则能满足“小惩大诫”“因材施‘惩’”的目标吗？

普遍认可

“我和同学们一起根据规则有关内容，制定新的班

规。这让班级管理更加有底气。”广州荔湾区南塘大街

小学六一班班主任李雅斯在惩戒规则实施首日已和学

生一起进行了学习。

南塘大街小学六一班莫晓璐说，规则实施首日，有

同学上课吵闹，老师先是提醒劝阻，对仍不听劝阻的同

学，老师增加他的作业。

“我觉得罚抄写，罚背书，罚做卫生，只要不是太

多，是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的是打骂等体罚。”多名小

学生告诉记者，大多数同学认可规则确定的惩戒方式。

部分教师感觉进行教育惩戒时更有底气了。“以前

有调皮的孩子，我们请家长协助管理，家长说让我们罚

站，但学校又不允许。现在明确了规则。”一位五年级

小学班主任对记者说。

同时，记者了解到，对规则明令禁止“因学业成绩

而教育惩戒学生”“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

戒”“身体伤害，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

的体罚”等“划红线”内容，大部分教师和中小学生均表

赞同。

南塘大街小学六一班学生谭晓洛说，最担心因犯

错被孤立，严禁“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

相体罚”这条规定让他放心了。

湖北小学家长张女士则表示，“适当增加额外的教

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的规定比征求意见时“适当

增加运动要求”更稳妥。

疑虑仍存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有规则做“靠山”，但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不好管”“管不好”的问题恐仍无法短期内

完全消除。

——平衡教师“合规惩戒”与学生“个体感受”难。

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认同惩戒规则的学生，对各类惩

戒方式的个体感受差别很大：有初中生认为青春期越

惩戒越叛逆，会适得其反；有小学生认为罚站一节课太

重，罚抄多于一遍不可以，如果取消参加“春游”这样的

集体活动太残忍；还有学生认为罚做特定公共区域卫

生，如厕所，无法接受……

多名教师表示，学生个体感受差异大，拿捏惩戒

“度”稍有不慎，对学生、教师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规则规定，为避免危险品入校，可翻看学生书

包。但我担心一旦误判，会给学生造成心理伤害。”李

雅斯说。

——平衡“合规惩戒”与“责任焦虑”难。“教育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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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沙面小学副校长黄宏杰说。

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教师楚云也表达了类似顾虑

与困惑：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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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学生心理十分脆弱，一旦惩戒后发生了自

残、自杀、抑郁等情况，教师很难说清楚责任。”为多所

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曦说，厘清惩戒行为责任的前提，是在教育惩戒中

实现“过罚相当”，但当前“过”与“罚”是否相当却难以

量化，这成为落实规则的一大难点。

——平衡与家长教育理念的分歧难。多名受访中

小学校长表示，部分家长见不得自己孩子接受任何惩

戒的“玻璃心”往往成为依法行使教育惩戒的重大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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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等行为实施惩戒时，

如果家长硬是不接受让孩子‘停课或停学’，惩戒如何

落实？”楚云认为，“家校合作非常重要，如果家长不配

合，依法惩戒难免沦为‘空中楼阁’。”

且行且完善

多名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强调，教育的目标始终是

立德树人，即便惩戒也要尽量“小惩大诫”、因材施

“惩”，这要求教师们不但要依规“好好管”，更要设法

“管管好”。

“比如有学生出现不文明用语或行为，让他们背论

语可能比简单罚站更有效；对于不同性格特点的学生，

也应考虑采取不同的惩戒方式。”李雅斯认为，合规是

前提，最适合的惩戒方式仍需要教师根据日常教育教

学实践不断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先哲建议，要

对广大教师群体进行普法教育和规则的学习教育，提

升相关培训效能，全面增强教师的专业能力。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博

士后谈子敏表示，应建立教育惩戒权的监督、救济机

制，如在学校中建立方便、简易的学生投诉通道，利于

学生维权；明确惩戒权不当行使给学生造成侵害时的

法律救济途径；对于教师依规行使惩戒权而遭受处罚

的情况，也应建立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

“家校互动是很重要的，充分沟通有助于消除矛

盾，形成教育合力。”黄宏杰建议校方应做好惩戒行为

备案以及效果跟踪记录，以便家长全面掌握情况，教师

也能通过这些记录更好了解学生的成长历程，采用最

优教育手段。

高空抛下垃圾袋，女子脸颊被划伤
嫌疑人被刑拘，或被以新的高空抛物罪追究刑责

“戒尺”，还烫手吗？
聚焦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施行

综合《新闻晨报》、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2月10日，也就是大年二十九当天上午9时许，上海杨浦区大桥街道沈阳路41弄3号楼发生一起高空

抛物事故。一名居民高空抛下一袋垃圾，刚好砸中路过的同楼居民蒋女士，垃圾袋里破碎的陶瓷碗划破了她

的左脸颊，伤口深及骨头。蒋女士说，如果那只破碗砸中头顶，可能就要出人命了。

昨日，该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抛垃圾的肇事者已被刑事拘留，警方称这是上海首例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

追责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