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 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通用7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方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以下是我给
大家收集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篇一

班级迟到现象可谓是一个最常见的班级问题，如何能够遏制
住这一现象，想必无数个班级想了无数个办法。而x班的班主
任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这样的规定：无正当理由迟到需要罚
站，且以迟到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罚站的时间。这一做法看似
能够有效防止学生迟到，但这没有针对问题，且弊大于利。
学生的心里成长对学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以
迟到一分钟罚站十分钟的规定里，一分钟可能换来十分钟的
心里摧残。作家三毛在上学时就受到老师严重的惩罚，导致
心里受到摧残从而患上心理疾病，从疾病走出来花了很长的
时间和精力。所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在教育的过程中要
特别注意的。那些在罚站的过程中受到的多少冷眼和嘲笑，
都是非常不利的。行动要以结果的成效为目的。在罚站的这
个惩罚中，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作用。虽然是罚站了，但学生
不会意识到迟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只会机械地认为迟到就
应该罚站，这样不仅不能从源头上解决迟到问题，更不利于
学生好习惯的养成以及正确观念的形成。周而复始，学生是
因为惧怕罚站而不迟到，但依旧是没有形成正确的时间观念，
这就失去教育初衷了。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古时有教书先生戒尺惩戒，
挥鞭教育。当学生有什么做的.超出规矩的行为时，适当的惩
罚是可行的。在中央颁属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教育



惩戒”一词，是为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以惩罚为特征的一种
教育方式。都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惩戒”的轻重标注是什
么？什么样的惩戒才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都需要教
育机构、学校、班级以及从事教育事业的每一个人多深入思
考的。

教育就是把一个个小幼苗浇灌、培育成参天大树的过程。正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
影响是潜移默化、持久深远的。以百年树人之心培育学生，
虽然路程曲折漫长，但从细微处入手，从小小的班级开始，
适当施惩戒，奖罚并行，终会成就参天的树林。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篇二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主要是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规定了学生和老师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也能进一步地保障和
规范学校制度，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也是法治社会建设一部分。并且教育惩戒的实施更有利于学
生的自身发展和进步，今后我们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积累经验，以立德树人为本，让学生更好地成长。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篇三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主要是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规定了学生和老师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也能进一步地保障和
规范学校制度，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也是法治社会建设一部分。并且教育惩戒的实施更有利于学
生的自身发展和进步，今后我们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积累经验，以立德树人为本，让学生更好地成长。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篇四

在教育学生时，作为教师应该本着育人的原则进行合理教育
惩戒，不得违反相关规定。中小学生的身心尚处在发展阶段，



他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教师不得采用非合理方式
对待学生，而是要在教育学生改正错误的同时促进其养成正
确的.价值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
育方式方法，提高自己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与能力。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篇五

在教育学生时，作为教师应该本着育人的原则进行合理教育
惩戒，不得违反相关规定。中小学生的身心尚处在发展阶段，
他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教师不得采用非合理方式
对待学生，而是要在教育学生改正错误的同时促进其养成正
确的`价值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
育方式方法，提高自己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与能力。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篇六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
《规则》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做出规定，系
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
措施、要求等，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更好地推动
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规则》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规定教育惩戒
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
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
正错误的教育行为"，明确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育的一
种方式，强调了教育惩戒的育人属性，是学校、教师行使教
育权、管理权、评价权的具体方式。《规则》强调，实施教
育惩戒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的原则，"符合教育
规律，注重育人效果；遵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选择
适当措施，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

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等；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
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



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
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规则》强调，教育惩戒与体罚和变相体罚是不同性质的行
为，明确禁止了七类不当教育行为，划定教师行为红线，规
定了对越界教师的处罚方式，方便各方监督。同时，《规则》
也强调学校应当支持、监督教师正当履行职务，维护教师合
法权益，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
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规则》还明确了教育惩戒的相关
救济程序，并鼓励充分发挥家长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形成
育人合力。

《规则》将于20xx年3月1日起实施。下一步，教育部将积极
指导推动各地、各校贯彻落实《规定》，依据《规则》健全
教育惩戒的实施、监管和救济机制，让学校、教师会用、敢
用、慎用教育惩戒，让家长、社会理解、支持、配合学校、
教师教育和管理，共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培训方案篇七

在教育学生时，作为教师应该本着育人的原则进行合理教育
惩戒，不得违反相关规定。中小学生的'身心尚处在发展阶段，
他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教师不得采用非合理方式
对待学生，而是要在教育学生改正错误的同时促进其养成正
确的价值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
育方式方法，提高自己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