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心
得体会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教师

(优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
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心得体会篇一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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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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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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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参考网不会造成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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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范文因此，对于教师而言，还是用平常心来看
待教育惩戒权吧!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心得体会篇二

教育部制定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从2021
年3月1日起，也就是寒假过后的这个学期，《规则》就要正
式实施了。我粗略审读了一遍，感觉大方向是有了，也说明
国家终于认识到了委屈求全的教育成就不了未来，跪着的教
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就意见稿来看，一线教师要实施起来
还是很有难度的，基本管理还是要靠一张嘴!套句流行语就是：
“我太难了!”

从当前的管理制度看，班主任作为管理班级的第一责任人，
他负责与否，和他的班级纪律息息相关。晚上蹲班的时候就
可以发现，班主任都比较少下班的班级，晚上的纪律都相对
松驰。当然，这也是和缺乏有效的惩戒手段分不开的，为什



么有行政领导、蹲班老师的情况下学生还敢讲话或做其他的
的小动作?那就是因为蹲班老师对他们没有有效的惩戒手段，
只能在个别同学或班级比较吵闹的时候站在教室门口吼一嗓
子：“同学们静下来，不要讲话了!”有些班级可能就此静下
来，有些班级就你吧吼的时候静一下，一转身，又吵起来了;
有些顽皮一点的，就你吼你的，他说他的，你也拿他没办法。
你能拿他怎么着?你没教这个班级，你不认识他，他也不惧怕
你。瞪他?当没看见;说他?当耳边风;大声点?伤了他的自尊心，
动手拉他?更不敢，一不小心就被定义为打学生了!还有其他
法子吗?没有!所以，一般的学生都不怕蹲班老师，因为管不
到他，对他一点威胁都没有!

当然，班主任也很难，从早上六点多，到下午六点，基本上
的时间都在学校，都在班里了，如果晚上再呆在学校，就算
家里人没意见，学生也有意见了，“两看相不厌”怕是不可
能的了!

而且，有很多教育和惩戒措施要学校配合，只靠班主任，那
就是累死也没效果。一个学校的管理人员是否认真履职，政
教处是否威严有力，也直接反映在学校纪律的好坏上。记
得2000年冬天的时候，我在安中读初三，那时班里有两个男
生早读课不来上学，在操场外面的沙滩上玩，被团委钟书记
抓了个正着，然后抓回来站在教学楼三楼顶上罚站，大冬天，
冒着凛冽的寒风，站了大半个小时。从那时起，全校肃然，
再也没有同学敢在校外闲逛游玩;学生远远看到钟书记就像老
鼠见到猫一样，遵规守矩，不敢逾越半分。

而现在，感觉个别行政和班主任的角色对换了，行政做红脸，
对违规的学生和颜悦色，缺乏威摄力;而班主任做白脸，直接
面对学生，严格要求，产生矛盾。个人认为，应该反过来，
学校行政人员应该充当白脸，是学校规章制度的象征，对学
生要严格要求，不和稀泥，学生就算有意见也不会有直接的
矛盾。而班主任，因为每天都要面对学生，如果因为惩戒而
让学生有意见了，那么学生就有可能消极对待班主任所教学



科，甚至和班主任对着干之类的。所以班主任要对学生温亲
教育为主，而学校行政领导则要树立规则的威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教育的改革还在路上，唯
有精诚担当徐图之。我也期望有那么一天：师生和谐，无需
教鞭!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心得体会篇三

多少年来，教师惩罚不听话的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作
为我们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哪一个不是从小在父母
和教师的“棍棒”之下成长起来的?我清楚记得小时候家长会
以诚心诚意的口吻请求我的老师：“李老师啊，孩子不听话
就辛苦您使劲打，要一直打到听话为止……”老师是真的听
取了家长的意见。但是我很感激我的家长和我的老师，是他
们精心的付出才有了今天健康完整的我。

后来，不知是谁提出所谓的“赏识教育”，说什么“好好子
都是夸出来的”，孩子在家要父母夸、爷爷奶奶夸、姥姥姥
爷夸、七大姑八大姨夸，在学校要老师夸、同学夸……我认
为这些言论都是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的，但是很多家长都信
以为真了。您试想，一个孩子整天被夸赞声音包围着，他的
心智能健康地发展吗?他们得到真正的快乐吗?他们能独自承
担现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吗?他们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祖国
栋梁之材吗?他们一旦在校遇到挫折或者被老师批评就会抑郁，
就会寻死觅活，更有甚者，家长会追到学校问责教师，甚至
殴打老师……这样荒唐至极的事情屡见不鲜。导致广大教师
们整日“提心吊胆”，不敢充分自主管理学生，生怕给自己
招来“祸患”……这一切都是不良教育风气造成的，为什么
会有这些不良的教育风气呢，因为教师的手中没有了“戒
尺”，教师说话变得不“硬气”了，教师俨然成了弱势群体
中的弱势群体了。



2021年12月23日，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规则中明确规定了中小学校及其教师在教育教学和
管理过程中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对于广大教师朋友来说，
真是“教师拥有惩戒权，翻身农奴把歌唱”了。

针对规则的颁布，我表示赞成。这条规则让广大教师朋友在
行使惩戒权时有据可依，有法可依。而且此规则所称的教育
惩戒，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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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规则的制订是以
为了“学生认识和改正错误的行为”而制定的，真正做到
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但是“惩戒”不等同于“惩罚”。我认为“惩戒”的重点应
该落在“戒”上，是教育者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或者方
式让学生引以为戒，“戒”掉坏毛病，养成好习惯。而“惩
罚”的落脚点是在“罚”上，如体罚、变相体罚、身体上的
惩罚和心灵上的惩罚等。

规则的第十二条中也做了明确的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管
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下列等八条不当行为”。
这也是在给“惩戒”与“惩罚”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
线。我们广大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也得严格把二者区分开来，
不要混淆二者。

就算教师对规则的内容烂熟于心，那么在行使惩戒权的时候
就不会再一次的“引火上身”了吗?是否会有家长为了护短再
一次的“强词夺理”呢?比如把教师对孩子的“语言劝导”说成
“当众侮辱”他的孩子，把教师让孩子做的“书面检讨”说
成是对孩子的“千字文变相体罚”等。

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在规则正式执行前还得扭转家长的育
儿观念。要让家长明白老师都是全心全意为了孩子的健康成
长才这么做的，要让家长明白我们成年人的世界要遵纪守法，



孩子从小更是要有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自己孩子在校违反
了校纪校规就要按照规定进行惩戒，孩子必须要对自己的行
为负起应有的责任。“规则意识”“法制意识”不仅要深入
孩子们的心灵，更要让它深入家长们的心中。这才是教师能
够有效顺利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可靠前提。

规则中的第四条说到“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育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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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选择适当措施，与学生过
错程度相适应”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个影视片段，大致内容
是这样的：

老和尚带着小和尚过着安静的生活，一天小和尚在水边玩耍，
看到青蛙，就把一块石头绑在青蛙的身上，看到青蛙挣扎游
水，小和尚开心极了；小和尚看到小鱼，又把石头拴在小鱼
的背上，看到小鱼艰难地游着，小和尚开心极了；小和尚又
看到一条小蛇，又把石头绑在小蛇的身上……老和尚在高处
的岩石上打坐，目睹了小和尚的一切，却没有说话。

老和尚命令小和尚：“背着你身上的大石头上山去解救这三
只无辜的小动物，如果有一只小动物因你而死，你的心里会
永远背负着一块大石头。”最后只有青蛙奄奄一息，生命尚
存，小鱼和小蛇早已死去。

小和尚因为自己的顽劣让小动物无辜送命，自己的内心受到
了很大的谴责，他坐在一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是他人生
第一次深思。这场深思直达他内心的裂变处。

老和尚是多么高明的智者，他是我们教师的榜样，他在小和
尚犯了错以后“选择适当措施，与学生（小和尚）过错程度
相适应”，达到了良好的育人效果，这是正确有效运用教育
惩戒权达到的良好效果。

教育不是万能的，没有惩戒的教育的不完整的教育，教育是



需要惩戒的。教育是一门艺术，而教育惩戒权又是教育中尤
为特殊的一部分，既要遵循教育规律、规则，又要灵活运用、
重视实际方式与方法。学校和教师要会用、善用、慎用教育
惩戒权。我们坚信，在社会、家长的配合下，一定能形成良
好的教育生态。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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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家长我是全力支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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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家长们而言，首先是要信任、支持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
现在是科技时代，孩子们的认知都比较成熟，平时的小惩小
戒对于他们来说无关痛痒，本身就是懵懂无知的时候，教师
再不严厉起来，真没救了。家长们忙于工作生活有几人能真



正教育引导好自已的孩子，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因此我
个人认为《中小学生教育惩戒规则》的制定是有必要的。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出自于“爱”那么首先教师教育也
从“爱”入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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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重要的是要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家长要理解:每一位教师都希
望自己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最好的。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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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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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教师也是某个孩子的家长，希望家长和校方相互信任、
配合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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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教师心得体会篇五

这份由教育部保驾护航的征求意见稿，终于落实了广大教师
与家长期盼已久的心愿——为教育拨乱反正。

再一次证明了——好的教育，必然是宽严相济、奖惩分明的;
好的老师，必然是管教同步、严慈同体的。

成就孩子最好的方式，必然是家长不护短，老师不姑息，一
起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发力!

1、今天老师退一小步，明天孩子掉一大步

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一个妈妈发帖求助，说老师不管她孩子了，该怎么办?原来，
她孩子学习一向不自觉，成绩不好，老师为了帮孩子提高成
绩花了很多心思。上周，老师因为孩子没做作业，让他留下
来补做。家里的老人知道了，直接跑去学校闹了一场，骂得
老师都哭了。这下好了，老师也不管孩子了，急坏了他妈妈。

帖子下有网友评论：

“老师心里都有阴影了，真是逼着老师不管。”;“这得多伤
心啊!任何一个老师都不敢管了。”确实，家长的无理取闹，
有可能逼得老师不管孩子。

每个老师的初心都是为了孩子好，给他们上课、批改作业、
辅导功课等等，都尽可能发现孩子没学好的地方，帮他们巩
固。老师不仅是孩子学习上的良师，更是孩子生活中的守护
者，嘘寒问暖，规范行为，德育教导，样样到位。

然而，现在的老师却被逼得一再对孩子让步。打比方说，有
学生推倒了另一个学生，老师该怎么做?从前的老师想都不用



想，直接批评，让孩子知道推人是不对的。

现在的老师，却是三思而不能行。

管吧，又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回去找家长告状。不管吧，
万一孩子下次在马路横冲直撞，危及生命怎么办?对孩子的不
断让步，正在逼得老师节节败退。如果教育只是为孩子开脱，
那最终受害的只会是孩子。如果家长舍不得管孩子，学校不
敢管孩子，最终能管的就只有监狱了。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教育，千万不要轻易向孩子让步。

2、老师再不管，熊孩子就没救了

前段时间，一条“小孩故意把孕妇推倒”的新闻刷屏。问他
为什么这么做，小孩竟然回答：“我看电视上孕妇摔倒会流
产，所以我想看看她会不会流产。”多么可怕!

正因为没人管好孩子，孩子越来越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尚且没有正确的规则、道德、法律意识，对于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其实是不清楚的。凭着“好玩”二字，差点害死
了两条生命，这就是纵容孩子的代价。不管是在家庭教育中，
还是在学校教育中，教育都不应纵容，不能自由散漫。

事实上，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老师，那才是教育的悲剧。隔
壁班班主任是个相当绵软的老师，她对学生很好，经常买礼
物送给学生。有时候学生没做作业，或者违反纪律，她本想
好好批评，结果学生一撒娇她就训不下去了。年底的时候，
学校对这个老师做了停职处理，让她回家反思。

原因是她班里的学生闯祸太多，已经有5名学生被记过，甚至
有学生在校外打架斗殴。难怪有人说，老师手中有戒尺，讲
台上有教鞭，才能教好孩子。

教育应该是严肃的，甚至，应该是严格的。不对孩子的学习



落后宽容，他们才会认真学习，一点点把成绩提上来。不对
孩子的违纪犯规宽容，只有从小规范了孩子的行为，他们以
后才不会犯更大的错，闯更大的祸。

教育最可悲的现象：孩子无法无天，老师不敢管，家长舍不
得管，将来社会管!

3、老师不放弃孩子，是孩子最大的福气

校园之外没有温室，长大之后没有儿戏。现在的孩子都
是“小皇帝”、“小公主”，家长舍不得打，舍不得骂。从
小活在蜜罐里的孩子，只会变成温室里的花朵，缺乏对世界
的认知，缺乏对他人的理解，缺乏到达目标的坚持，缺乏对
抗挫折的能力。

我们没有控制、抑制和约束好孩子，一味以爱的名义对他们
让步，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

这样的孩子，是不会有前途的。

从教多年，我至今记得一位家长是如何配合老师的。

她最初很不满我的严格，因为她女儿每次回家后都抱怨，说
老师今天又罚她了。于是，她直接找到了我。我向她解释，
她的女儿丢三落四，有时忘了带作业，有时忘了带课本。我
说：要是现在惯着孩子，她将来工作了，丢了公司的机密文
件，谁来负责呢?家长沉默了很久，终于答应配合我一起纠正
孩子。

在学校，若她女儿再次忘带作业课本，那我就罚她坐一
天“飞机位”。在家里，她每天都提醒女儿清点作业课本，
第二天出门前也要重新检查一遍。慢慢的，她女儿再也不会
忘带东西，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细心。



好的教育一定是以最恰当的方式，把孩子引向更好的路。老
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但家长也要配合，才能更好地教
育孩子。

孩子不爱学习，我们不能惯着他，一定要弄清楚原因，然后
引导他们重新爱上学习。现在还不好好学习，以后就来不及
了。孩子经常闯祸，我们不能不当一回事，该批评就批评，
该惩罚就惩罚，一定要让孩子知错就改。

孩子在12岁之前的成长十分关键，不要等到孩子变“坏”才
补救，那只会让你后悔莫及。正如刘涛所言：对孩子不能一
味迁就，必须要有一个管得住他的人。老师不怕狠心，老师
也希望成为那个管得住孩子的人，但千万别让老师寒心。

4、教育少不了爱，更少不得惩罚

没有哪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无法无天，每个“熊”孩子的背后，
都站着溺爱的家长。教育除了爱，更不可缺少的是管教，或
者说是惩罚。电影《老师·好》中的苗老师，正是传统意义
上的好老师。

那时候大家才明白，原来管你最严的老师，爱你最深。爱的`
教育，不是万能的。对于一个纪律散漫、不思进取、无心向
学的学生，单纯用爱去感化，只会显得教育苍白无力。

唯有动用上管教与惩罚的力量，孩子才能明辨是非对错，知
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没有
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只有惩罚，才能让孩子学习进步;只有惩罚，才能让孩子敬畏
规则;只有惩罚，才能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爱和惩罚，是教育中必不可缺的两条腿。戒尺教育源远流长，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始，惩罚就已经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好的教育离不开必要的惩罚，没有惩罚的教育就不是完
整的教育。

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明白：若把纵容孩子视作爱，那么，老师
其实不爱孩子。老师的爱，必然是宽严并济、奖惩分明的;老
师对于教育的信念，从来不曾改变。老师的良苦用心，全都
融合在对孩子的“教”与“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