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校教育惩戒委员会的方案 中小
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汇总6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优质的心
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学校教育惩戒委员会的方案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
得体会篇一

教育部研究制定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
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自20xx年3月1日起施行，教育
惩戒权成了热议话题。

的确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片面强调赏识教育，
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处于不能管、不敢管，动辄得咎的
尴尬境地。由于缺乏保护自己的合法武器，只要因为学生管
理问题发生了纠纷，学校和老师几乎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屡
屡被送上被告席。即使是学生家长无理取闹，学校和老师也
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一再做出让步。很多教师感到非常无
助，甚至“谈管色变”。《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的出台，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壮了胆，使大家扬眉吐
气。

面对即将被赋予的教育惩戒权，教师应该如何正确运用，确
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教师教育惩戒权入法的提案，大
部分教育工作者还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呼声很高，普遍有些
教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真正为教师代言，以后惩戒
学生就有法可依了，可以理直气壮，不再怕家长和公众的说
三道四。不过个人认为，教师对教育惩戒权，不要有那么高
的期望，教育惩戒权，并不是什么尚方宝剑，也不是灵丹妙



药，教师即使有了教育惩戒权，也不能任性地使用。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
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
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教育惩戒权有其特定的含义，不含体罚、打骂、辱骂，对其
理解要准确。可见，没有具体实施细则的惩戒权，教师如何
去用好是个难题，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因为惩戒失当引发不
必要的麻烦。

对于教师而言，并不是靠加持惩戒权就可以让学生服你，即
便以后立法允许教师可以使用惩戒权，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
框架内使用，而不是任性而为。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运用教育惩戒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呢？我
想，这也是每个教育人应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教育是出自于“爱”的，对学生的惩戒一定要出
于“爱”的目的，并且事后要让学生知道。如果为了惩戒而
惩戒，让学生感受不到你的关心、爱护，你的惩戒不仅取得
不了良好的效果，反而会引起学生反感，造成师生敌对，达
不到教育的目的。

再者对学生的惩戒一定不要在自己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进行。
教师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做到学生着急老师不急，
等情绪冷静下来再进行处理。这样处理时就会更理智，更能
把握分寸，不至于有过激行为，不会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另外对学生的惩戒要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进行。我们的古人
说过“扬善于公堂，规过于密室”。这也应该是我们惩戒学
生的准则。对学生惩戒尽量单独进行，惩戒目的是教育学生
遵规守纪，使其知错能改。如果在公开场合对学生实施惩戒，
会使学生失去颜面，容易造成师生敌对、冲突，或者学生干脆
“破罐子破摔”，越来越难管。



教育惩戒实施方案，它就像一把戒尺、一根标杆树立在哪里，
使得教师能够真真正正地站起来管理学生。在教师社会地位
日益低下的今天，对于那些品质恶劣的学生管不得，教师的
人身安危甚至缕缕被学生侵犯，这就需要制定一定的管理方
案，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保证教师的人身安全。对于那些
品质恶劣、道德败坏的学生给予一定的惩罚，让他们知道有
一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

教育是循序渐进的，是需要“耐心”、“感化”、“引导”、
“说服”的。教育惩戒权的意义主要在于教育，而非惩戒，
因此，教育惩戒的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成长，而不是把学
生治服。还有一句话，学生犯点错误是很正常的，这就需要
教师的教育和引导。如果一个教师能走进学生心中，让学生
真正服你，那么，这个教师也无需用教育惩戒权来为自己壮
胆。因此，对于教师而言，还是用平常心来看待教育惩戒权
吧！

学校教育惩戒委员会的方案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
得体会篇二

202-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9号令颁布的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像黑夜里的一道闪电，照
亮了前方崎岖的山路。

站在学校管理的层面，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国家对于教育的重
视，尤其是对于学校规范办学和制度建设提出的接地气的要
求：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学生特点，依法制定、完善校规校纪，
明确学生行为规范，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

这既是给了教育人一把尚方宝剑，也是给了每一位教师一顶
紧箍咒；惩戒规则也是给家长的一把保护伞，是促进家校共
育的一盏指明灯。

每一个家庭都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成龙成凤，光耀门楣；



每一位老师更是对自己的学生倾注心血：学有所成，为国争
光。教育惩戒规则的制定无疑为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又搭建了
一道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一起制定一起遵守一起守护，为学
生的成长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城南小学副校长：陈嫄

惩戒权不等于上方宝剑，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
要进一步提升职业道德素养，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进一
步明确教育惩戒权的使用范围、使用程度，将教育惩戒权与
未成年人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触
碰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在使用惩戒权时，尽量与学校、家
长密切配合，虚心接受学校、家长、社会的监督，让教育惩
戒最终经得起教育规律和教育实践的双重检验。千万莫让重
回手中的教鞭伤害了学生，也伤害了自己。惩戒的目的最终
在于“戒”。惩戒是要让学生清楚哪些是错误的行为，坚持
效果导向，多从心灵上感化，时时处处体现人文关怀，争取
在爱的氛围中，达成惩戒的教育效果。

城南小学德育主任：潘璠

一直以来，随着各界对惩罚学生的关注，很多教师产生了不
敢管学生的现象，学生纪律和素质在逐渐下滑。惩戒规则的
提出，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现象。当有学生违规违纪时，教师
可以针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办法，而不是通过体罚和
变相体罚来解决。这同时也在规范教师的一言一行。我们教
师和学生之间形成正面的良好的协调关系时，我们的教育才
会得到发展。但是同样的教育也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责任，
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配合。这就体现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一年级组：陈璐老师

1月20日，二年级共同体的老师们聚在一起对《中小学教师实



施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进行了学习，虽有些许寒冷但
大家聚在起的心却是暖和的。

由于强调赏识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和教师非常无助，
谈管色变，惩戒规则的出台，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壮
了胆。让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有了准则。

1.教育是出自的“爱”的，对学生的惩戒也不能偏离其目的。
惩戒只是一种教育手段，它应该与说服教育一起形成教育合
力。

2.教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理智处理，把握分寸，不做
过激行为，不可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3.对学生的惩戒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进行，惩戒的目的是教
育学生遵纪守纪，使其知错能改，教育时尊重孩子，防止产
生逆反心理。

4.“赏识教育”、“爱心教育”、“情感教育”与“惩戒教
育”相相合，赏识是阳光，可以让孩子自信而快乐的成长。
惩戒是风雨，孩子在惩戒的风雨中才能学会接受磨练承受挫
折，从而超越自我。

教育惩戒实施方案，它就像把尺，一根标杆树在那里，使得
教师能够真正正地站起管理生教育是循进的是需要耐
心、“感化”“引导”、“说服”的。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如何正确使用惩戒权，在于实施惩戒和尺“度”的把握。

二年级组：陈芳老师

虽然《规则》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赋予了教师的惩戒权利，给
予老师现代版“戒尺”，但其本意是为了育人，而且现代学
生心理较为脆弱，所以建议教师还是优先以轻柔的“谋”引
导学生，发现并肯定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进行正面管教。对



于习惯比较差的同学，以情育人暂时不能达到期望的效果时，
这时教师可以基于平时对学生观察用一些相对“刚猛”的手
段惩戒学生，但也要把握好尺度，在给予孩子惩戒的同时，
也要让孩子甘于“受戒”。个别学生在惩戒后还要及时将惩
戒的原因、经过，以及家长可以配合的注意事项及时和家长
沟通，以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

三年级组：宋华超老师

对于教师而言，并不是靠加持惩戒权就可以让学生服你，即
便以后立法允许教师可以使用惩戒权，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
框架内使用，而不是任性而为。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运用教
育惩戒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呢?我想，这也是每个教育人应该面
对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教育是出自于"爱"的，对学生的惩戒一定要出于"爱"的
目的，并且事后要让学生知道。如果为了惩戒而惩戒，让学
生感受不到你的关心、爱护，你的惩戒不仅取得不了良好的
效果，反而会引起学生反感，造成师生敌对，达不到教育的
目的。

再者对学生的惩戒一定不要在自己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进行。
教师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做到学生着急老师不急，
等情绪冷静下来再进行处理。这样处理时就会更理智，更能
把握分寸，不至于有过激行为，不会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学校教育惩戒委员会的方案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
得体会篇三

近期以来，班级内迟到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培养学生积极
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班上执行“无正当理由迟到，迟到一
分钟，(教室内)罚站十分钟”的措施。我认为将其作为班规
执行，是可行的。



罚站十分钟，且是在教室内罚站，并不影响同学们自身的学
习，相反还能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培养承受挫折的心理
品质。再者，许多学校也实行站立早读，可见其可取之处。
此外，于20xx年7月，中共中央还明确了教师的教育惩戒权。
在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可设一定的惩戒。因此，
该建议作为班级的规定是应被赞同的。

这不仅是班级中，现在的学生越来越缺乏规则意识，并且大
多承受能力差。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开始采取相应的措
施。中国自古便有“严师出高徒”的谚语。虽然过于片面，
但这句谚语也有其可取之处。在教育中设置一定程度的惩罚
是有必要的。一定程度的惩罚，不仅能帮助学生改正不当行
为，而且还能促进学生规则意识的形成。

不仅仅是学校中的教育离不开惩罚，社会上，生活中的教育
同样离不开惩罚。自古以来，教与罚便是难以分离的。古时
有先生可以惩罚，如今也有教师可以惩罚。例如，学开车，
师傅再三教导，你却仍然一窍不通。他便会呵斥你，这
种“呵斥”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惩罚。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
太多了。

但是，是只要惩罚就能教好吗?惩罚是不是越重越好呢?很明
显都不是。惩罚是辅助教育的一种手段。用惩罚来激发学习
者的潜力，改正其不良行为。但并非越重的惩罚就越好。惩
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因此，惩罚应是适当的。适当的惩
罚能帮助教育，可是过重的惩罚会害了别人。

正如教育惩戒为代表的教育方式，在培养规则意识，锻炼承
担责任和挫折的心理品质方面具有其他教育方式难以替代的
价值和功能。也正因如此，在教育过程中设置一定程度的惩
罚，至今依然广泛存在于社会教育中。因此，教育离不开惩
罚，有惩罚的教育更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学校教育惩戒委员会的方案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
得体会篇四

1.信用修复。建立有利于失信主体自我纠错的信用修复机制，
制定完善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明确各类失信行为
联合惩戒期限，到期后移出联合惩戒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在
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向处理其失
信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行
政机关收到申请后开展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已整改到位、
符合相关要求的，可允许信用修复，同时对外公示。信用修
复结果发布生效后，不再对该主体采取惩戒措施。

牵头单位：专项小组牵头部门

责任单位：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2.异议处理。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异议、投诉制度。惩戒对象
对失信行为联合惩戒认定有异议的，应当先向做出惩戒认定
的部门提出书面异议，按照“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相
关认定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处理申请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
予以回复并说明理由。若惩戒对象认为异议处理回复不充分、
依据不客观、认定事实有误的，可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
小组提出投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应当召集相关部
门，必要时可邀请专家共同对投诉事项进行研究处理。异议
投诉处理阶段联合惩戒措施暂停执行，异议投诉被驳回的，
其联合惩戒时限从异议投诉被驳回之日起继续计算。

牵头单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责任单位：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学校教育惩戒委员会的方案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



得体会篇五

班级迟到现象总是屡禁不止，老师不得已采取“无正当理由
迟到，迟到一分钟，在教室内罚站十分钟”的措施。我认为，
这种适当的惩罚是正确且应当的。

教育惩戒指教师依据一定规范，以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为前
提，以惩罚为特征的一种教育方式。老师将迟到的学生以迟
到一分钟，罚站十分钟的形式惩罚学生，这并没有违反教育
惩戒的标准：其一，罚站不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其旨在
制止学生的迟到行为，帮助学生改正错误。其二，在教室中
罚站是在不损害学生自尊心的前提之下，使学生的羞耻心受
到一定冲击，会使学生迫于羞耻而改正自己错误。正所
谓“不知耻，无以正”，就是如此。

适当的惩罚能够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的惩
罚都是正确的。当今，有的老师体罚学生，这种现象屡见不
鲜，也许是因为他们曲解了“严师出高徒”这种理念，让学
生在超出其体能范围内跑步，在走廊等学生众多的地方让违
规学生提着水桶扎马步。这种教罚已经违背了教育惩戒的理
念，甚至会危害学生的身体健康，损害学生的自尊心，虽然
达到了维护纪律的目的，但这只是用体罚来使学生畏惧，更
准确地说是驯化学生，而不是教化学生，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适当的惩罚应因人而异，孔夫子曾说过“因材施教”，而惩
罚学生也应该“因人行罚”。有的学生，不小心犯了错，不
应进行过重的惩罚，否则会打压到这种学生的积极性，使得
他们“破罐子破摔”,这是不正确的。但有的“顽固分子”，
屡教不改，适当地加大惩罚力度也未尝不可。如果对于一个
顽固的学生，不加大力度纠正他，就浪费了教育惩戒的存在。

惩罚，是为防止一个人走向不可纠正错误的最后的防线，但
不应该将其死死地收缩，而要留足适度的空间，让被惩罚之
人进行自身的救赎，这就是适当的惩罚。



学校教育惩戒委员会的方案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
得体会篇六

36.加强稽查内控机制建设。^v^研究下发关于税务系统稽查
风险内部控制的相关制度和操作指引，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
实施。各地税务机关全面落实和推进稽查工作内控有力、考
评有据、高效运转。

37.组建专业精英团队。充分发挥领军人才、人才库人才和系
统各类优秀人才的引领作用，组建专门团队，直接组织查处
一定数量的重大骗税和虚开发票案件，安排稽查人才参与案
源管理分析、重点税源随机抽查、队伍建设等稽查重点工作。

38.强化作风纪律建设。各地税务机关要充分发扬稽查敢于担
当、迎难而上的优良传统，确保系统上下令行禁止、步调一
致。以落实《税收违法案件一案双查办法》及补充规定为抓
手，对检查中发现的涉及税务内部人员违法违纪线索及时报
告，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39.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v^稽查局举办稽查处级干部落
实深化稽查体制机制改革培训班、稽查人才库培训班、双随
机和联合惩戒培训班、打虚打骗培训班、领军人才稽查业务
培训班，注重不断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会同教
育中心研究制定五年培训规划，以提高稽查业务技能为主，
建立分级分类培训机制，促进稽查人员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40.加强稽查办案专项经费管理。^v^稽查局配合财务司研究
下发关于税务稽查办案专项经费管理使用的补充规定，统一
专项经费使用的政策口径。各级税务机关必须严格稽查办案
经费日常使用管理，保证专款专用，合规列支;督促经费预算
执行进度，保障稽查办案执法，促进稽查职能作用的充分发
挥。



41.进一步健全稽查质效考核体系。^v^稽查局研究制定稽查
质效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质效考核评价体系，与绩效考评有
机结合，进一步改进和细化绩效考评指标，确保各项稽查重
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