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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手机放音乐被劝退
“孩子不该上高中玩手机，但就这么

被劝退了，我们还是接受不了。”高一学

生小志的父亲季先生说，3月9日下午 4

点下课后，孩子给家里打电话时被学校

发现，当天就通知家长领孩子回家，3

月17日正式接到学校通知“被劝转学”。

小志告诉记者：“今年 2月29日，老

师只在班上简单说过‘以后玩手机就要

被劝退’。3月9日，我身上没钱了，趁

下课时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就被学

生处的人发现了。”

“我们家孩子下课时候，拿着手机还

没有打电话，就被学生处工作人员发现

了，被通知劝退。”高三学生小曹的父亲

告诉记者，3月15日前后，学校正式通

知家长给孩子转学，高三学生可以回沧

州一中参加高考，但是不能返校学习。

“我家孩子在课余时间练舞蹈时，用

手机放音乐，学生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

就通知家长领孩子回家。”高二学生家

长左女士称，接到通知后，12 名学生的

家长曾找学校协商让孩子返校学习，均

被拒绝。

多位家长还称，2014 年下半年，沧

州一中曾与联通公司合作允许学生带手

机，许多学生因此购置了手机。现在学

生又因在校携带手机被劝退，家长们感

到疑惑。

季先生说，孩子被通知劝退后，自

己和其他家长多次问学校劝退学生的依

据，相关工作人员当时回复称：“学校学

委会上，校长提出‘用手机的学生就要

被劝退’后，参会人员没有反对，就通

过了。”

校方承认此前允许带手机
3月20日下午，记者就此事多次联

系沧州一中校长刘月廷和办公室律姓主

任，未得到明确回应。

3月22日，沧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回复称，目前已经确定沧州一中12 名

学生因携带或使用手机被劝退在家，教

育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

3月27日，沧州一中微信公众号就

此事发布声明。声明中称，沧州一中

2014 年 9月搬迁新址，在校生人数达

6000人，管理模式由原来的走读变为现

在的全封闭全寄宿制管理。

声明称，一开始学校允许学生带手

机，和联通公司合作，是为保障学生与

亲人通话。

“联通公司免费提供定制手机，学生

自愿选择使用。此定制手机可定时开通

信号、不能上网、只能打接电话；为便

于管理，禁止学生自带手机进校园。自

2014 年 10月开始，部分学生开始使用

定制手机。但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

该手机并未达到学校限时使用、不能

上网等要求。因此，校方与联通公司商

定，2014 年 11月开始，停止使用定制手

机，增设磁卡电话，满足学生亲情通话

需求。”

3月27日，高一（3）班小志的班主

任韩老师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此

前，学校和联通公司确实定制了一款只

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手机，限定中午和下

午下课半小时左右有信号，后来发现联

通公司不仅没有准确限制信号，该手机

还能上网，学校才规定“学生在校带手

机如被发现，将留校察看”。

校方维持对 12 学生违纪处理
今年，禁令升级。声明中称，搬入

新校区后，先后出现多起因手机引起的

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问题，如有学生利

用手机登录不良网站，个别学生甚至利

用手机偷拍他人隐私或下载色情图片、

视频；有学生利用手机在考试中群体作

弊；有学生乱拉电线为手机充电，造成

安全隐患；很多学生晚休后用手机上网、

聊天、听音乐等，严重影响了自己和他

人的休息。很多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向校

方多次反映，强烈要求校园禁止携带和

使用手机、MP3、iPad 等。

“我校积极回应广大家长的关切，决

定严格处理学生使用或携带手机问题，

并将相关要求通过家长会、班会和《致

家长一封信》多次告知广大师生和家长，

这一举措深得广大家长的正面回应。”

韩老师对记者表示，2月29日当天，

已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传达了学校的上

述规定。几天后，小志带手机被学校发

现，便被劝退了。

3月27日，多位被劝退学生的家长

称，孩子们被劝退后，家长一直向各级

教育部门反映此事，至今没有接到返校

通知。

沧州一中声明称，此次处理12 名手

机违纪学生，学校是在多次告知、教育

无效的情况下，“为维护大多数学生利益

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事后，校方已将情

况向市教育局做了详细说明。

沧州一中表示，将维持对 12 名违纪

学生的处理决定。“严肃执行校规，体

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教

育不是万能的，惩戒本身也是一种教

育。”

今年 3 月初，河北沧州市第一中学（下称沧州一中）12 名高中生因在
校携带或使用手机陆续被劝退，随后引起热议。3 月 22 日，沧州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称，已经确定该校 12 名高中生因携带或使用手机
被劝退后暂未返校，教育局已介入调查。

3 月 27 日上午，多名被劝退学生家长称，已多次找学校协商未果，孩
子至今没有返校。当日，沧州一中微信公众号就此事件发布声明称，维持
对 12 名违纪学生的处理决定。“严肃执行校规，体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
负责的担当。”

高中生携带或
使用手机就该劝退吗

记者梳理发现，广西、江西等地

都曾有学生因持有手机，被学校开除。

事后媒体采访校方，校方多解释“用

手机影响学习环境”。此后，学生被开

除事件多无后续报道。

记者检索发现，2014 年 9月1日

起执行实施的《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

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三

十七条规定，对违反中学生守则和校

规校纪或犯有错误的学生，应耐心批

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不要轻

易处分；不应以停课、劝退等形式剥

夺学生学习权利。

该细则第三十八条还规定，给予警

告、严重警告处分可由学校相关管理部

门研究作出；给予记过、记大过、留校

察看处分或撤销处分时，需经校务会

议讨论通过，校长批准；给予勒令退

学、开除学籍处分的，除经上述程序外，

还须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

学认为，依照教育法的授权，沧州市

第一中学在行使作出劝退或变相开除

学籍处分时，应该具有合法性与合理

性。沧州市第一中学仅因为学生携带

或使用手机就劝退或变相开除学籍，

于法无据，没有法律法规规定携带或

使用手机行为属于应该开除学籍、剥

夺受教育权的行为。在合理性上，要

求行使权力的部门在达到管理目的的

情况下，尽量减少伤害，同时还要合

乎情理。学校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教育、

加强管理等软手段进行解决。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表示，沧州一中所规定的“学

生在校带手机一经发现，将被劝退，

甚至被开除”。处罚过重，违反了教育

法等法规。

熊丙奇解释说，当前的校规制定

存在着共同的问题，学校总以为把校

规告诉学生，让学生遵守就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却不知这本身就存在问题。

“根据教育法规定，校规应该由学校、

学生、家长共同来制定，学校单方面

制定的校规往往带有强烈的行政意图

而不是教育意图，其结果是没有维护

学生的利益，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王殿学和熊丙奇建议，对于这一

处分，学生可提出申诉，当地教育部

门应介入调查。“被劝退的学生可向行

政部门申诉，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本报综合）

文 / 龙敏飞
这年头，开除、劝退学生似乎成为学

校的“撒手锏”：有学生早恋了，学校方面

不是进行劝导，而是直接开除；学生翻个

围墙去网吧打游戏，学校同样没有陈述背

后的利弊，而是直接劝退；学生携带手机

入校，校方也表示，为了避免学生用手机

上黄色网站，毒害幼小的心灵，只是“劝退”

了……在这些做法背后，校方往往还不忘

自卖自夸，说是“为了严肃执行校规，体

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但很

显然，这样的说法不合理也不合法。

从道理上来说，此次被劝退的学

生，仅仅是携带手机入校而已，并非什

么不可饶恕的“大错”。携带手机，并不

必然会上黄色网站，也不必然会影响学

习，还可能用于查找资料、与人沟通等，

那么“一刀切”的禁止本身，便是有问

题的，而对这样有问题的校规奉若神明，

更是错上加错。毕竟，若是每一个学生

都那么听话，都那么守规矩，都那么聪明，

学校与老师们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与必

要？他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教导教育学生

吗？动辄开除与劝退，是赤裸裸的懒政。

从法理上来说，这样的校规本身，

则是有违《教育法》的，因为《教育法》

规定，校规应该由学校、学生、家长共

同来制定。若是真的是“开门”制定的

校规，必然不会有“携带手机入校就开

除或劝退”一般的霸王条款。而根据事

发地河北自身的《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

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其也明确

规定，对违反中学生守则和校规校纪或

犯有错误的学生，应耐心批评教育，帮

助他们改正错误，不要轻易处分；不应

以停课、劝退等形式剥夺学生学习权利。

可惜的是，这样浅显易懂的道理，

这样人尽皆知的常识，到了一些教育工

作者眼中，便成为“空气”。社会在不断

向前发展，科技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我

们的教育思维与教育方式，却似乎仍然

原地踏步。

众所周知，当前已经是“互联网+”

时代，而在美国，无纸和数字已经叩开

了美国学校教室的大门，美国在全国范

围内推行学生人手一个计算机设备计

划，这将颠覆美国学生受教育的方式。

也就是说，对于先进的东西，人家在不

断利用，而我们却在不断排斥，这背后

的高低优劣，便显而易见了。

因而，“带手机被劝退”违背教育的

基本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倒

退。手机等新鲜事物，从来都不是洪水

猛兽，那么学生携带其入校，学校要思

考的，便不是如何拒绝它，而是如何接

受它、利用它、拥抱它，这才符合教育

的基本规律。可以说，在“互联网+”

时代，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思考

如何将新技术与新的教育方式联系起

来，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与拒绝。

“带手机被劝退”有违教育基本规律

焦点 >>

劝退“玩”手机学生合理吗
专家认为违反教育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