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惩戒权的理解和认识 中小学
教育惩戒规则教师体会感悟(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教师惩戒权的理解和认识篇一

日前，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
简称《规则》)，该《规则》将于今年3月1日起实施。《规则》
主要有哪些内容，记者采访了市教育局相关人士。

《规则》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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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明确，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
育的一种方式，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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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指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
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
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同时，根据程度轻重，《规则》
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
戒三类。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
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
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
导等;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



惩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
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
者限制参加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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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
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以击打、刺扎等方
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
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
心理的变相体罚;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
人格尊严;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
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
性实施教育惩戒;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其他侵
害学生权利的。以此划定教师行为红线，规定了对越界教师
的处罚方式，方便各方监督。《规则》也同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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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实验小学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障和规范学校、
教师依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期，教育部制定了《中小学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并于2021年3月1日执行。

学校召开领导班子会，于麾校长带领班子对“教育惩戒”的
定义、行为，结合教育实际工作进行详细的解读，对实施教
育惩戒应当遵循的原则、实施教育惩戒的情形、实施教育惩
戒的方式与方法、学校制定校规校纪的依据，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学习。



在教职工大会上，祝洁副校长为全校教师解读《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试行)》。规则指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
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
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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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制定颁布的《规则》，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教
育热点问题，对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
程序、措施、要求等进行了详细的规范，旨在把教育惩戒纳
入法治轨道，为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惩戒提供了充分的法律
法规依据。

各学年、学科组召开教师座谈会，通过学习和讨论，撰写心
得体会，做好学习笔记，分享感受。每一位老师都深刻领悟
到，惩戒不是树立威信的法宝，而是以教育为出发点，在有
法可依的范围内达到教育的效果。

《规则》出台之后，给了老师教育教学中的安全感，在实施
惩戒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正当权利都需得到维护。惩戒是
教育的一种方式，要坚持教育惩戒的育人属性，同时惩戒也
是学校、教师行使教育权、管理权、评价权的具体方式，教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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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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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注意到双方权利的
同等保护，这也是依法治教的必然要求。

学习之后，受益匪浅。充分体会了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
敢用惩戒权，善用惩戒权，慎用惩戒权。在教学过程中，适
当正确地惩戒教育有利于学生的良好发展，适当地惩戒教育
还有利于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教师在实施惩戒时，引导
学生分析认识，反省自身错误。



组内老师在认真学习了《规则》后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
交流，最大的感受就是：规则出台，让大家心里会一些底气，
对教育惩戒进行定义，明确学校可以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的
方式，这样在处理起问题时我们有规可依。其实在日常跟家
长的沟通中，不少家长也认同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应当包括惩
戒部分，因此《规则》的出台也让家长对孩子可能受到的惩
戒更加清楚，这样也可以减少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但规则是
冷的，而我们面对的学生是鲜活的。所以我们仍要有爱心、
有温度，要用教育智慧来处理教育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爱是前提，惩戒是手段”。惩戒是为了完善孩子，使他们
变得更好。如果一个孩子的成长阶段，不管其行为的正确与
否，遇到的全是表扬，那么这个孩子在将来遭遇挫折时，有
可能就是手忙脚乱，被动无措。在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前
提下，老师用一定的方法制止和消除学生不当行为，锻炼学
生承担责任、承受挫折的心理能力，是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
成长的。

《规则》的颁布，回应了社会比较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也
是第一次以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做出规定，首次对教育惩
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明确规定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学
校、教师实现教育、管理、评价的具体方式保障，是一种教
育方式，是一种具有育人属性的方式。组内老师在讨论时都
不约而同谈到：在以前教育惩戒没有度，到现在孩子犯了错，
老师不知如何处理，这个规则的出台很及时，为教师依法依
规进行教育惩戒提供了依据，也理清了惩戒与惩罚之间的边
界，对惩戒的实施范围作了更明确的界定。我们更应当重视
家校协作，积极与家长沟通，使家长理解、支持和配合，形
成合力，一起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通过学习，促进了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改进了教师的教育方
式方法。适当保留对学生的惩戒，不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
律意识，也能有效促使学生形成严谨的学习态度与行为规范。
让学校和教师会用、敢用、慎用教育惩戒，让家长和社会理



解、支持、配合学校及教师的教育和管理，共建良好的教育
生态，营造“文明、整洁、健康、温馨”的翔园。

教师惩戒权的理解和认识篇二

教育部在前期广泛调研、公开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颁布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育部令第4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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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指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
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
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同时，根据程度轻重，《规则》
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
戒三类。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
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
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
导等;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
惩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
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
者限制参加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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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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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惩戒权的理解和认识篇三

随着社会的发展，幼儿园教师在育人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日
益增多，如何正确进行惩戒成为了许多教师关注的话题。作
为一名幼儿园教师，我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
从中受益良多。在本文中，我将分享我对幼儿园教师惩戒的
心得体会。

首先，惩戒要注重及时性。幼儿园是孩子们成长的重要阶段，
他们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然而，由于年龄小、经验少，
他们常常无法正确评估事情的后果，需要教师及时给予他们
正确的引导。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惩戒必须及时施行，
以便及时纠正孩子们的错误行为。比如，当孩子们违规吃零
食时，我们可以及时制止，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批评教育，



告诉他们吃零食对身体不好。通过及时的惩戒，我们能够使
孩子们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实现有效的纠错。

其次，惩戒要温和而坚决。在幼儿园教育中，一味地严厉施
以惩戒无法获得良好的效果，甚至会让孩子们对学习和生活
产生抵触情绪。因此，我们在进行惩戒时要温和并坚决。不
应该采用对幼儿造成伤害的行为，比如体罚。相反，我们应
该通过鼓励、引导和纠正来教育孩子们。比如，当孩子们互
相打闹时，我们可以让他们坐下来，跟他们逐一谈话，告诉
他们不要伤害别人，要互相尊重。通过温和而坚决的方式，
我们能够让孩子们理解正确的行为，并培养他们良好的品格。

再次，惩戒要有针对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问题，
我们在进行惩戒时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比
如，有的孩子容易分心，我们可以采用提醒的方式进行惩戒，
提醒他们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有的孩子情绪不稳定，我们
可以采用安抚的方式进行惩戒，安慰他们，让他们平静下来。
通过针对性的惩戒，我们能够更好地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并
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最后，惩戒要与奖励相结合。幼儿园教育中，惩戒和奖励是
相辅相成的。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予孩子们必要的
奖励，以激发他们良好的行为，并促进他们的学习进步。比
如，当孩子们有出色的表现时，我们可以给予他们表扬和奖
励，激励他们继续努力。然而，当孩子们出现错误行为时，
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而应及时给予相应的惩戒。通过惩戒
和奖励的相结合，我们能够更好地规范孩子们的行为，让他
们明白良好行为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幼儿园教师，我对于惩戒有了一些心得
体会。惩戒要注重及时性，及时纠正孩子们的错误；惩戒要
温和而坚决，通过鼓励、引导和纠正来教育孩子们；惩戒要
有针对性，根据孩子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惩戒方式；惩
戒要与奖励相结合，促进孩子们良好行为的形成。通过正确



的惩戒方式，我们能够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品格和行为习惯，
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教师惩戒权的理解和认识篇四

网爆，15岁男生被6名未成年人围殴致死。此事一出。再次挑
动人们的神经。

据报道，10月29日晚，陕西兴平市，15岁的初二男孩袁某，
被6名未成年人用木棍群殴致死，后在一农田处被埋入土
坑。6名杀人狂魔，其中有4人是职校学生。

教育悲剧真的不可避免吗?

如果是突发事件、偶发事件，人们的心理是可以接受的。毕
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但是，如果是人为
因素，而且频频发生，那就得深思了，有必要探究悲剧的深
层次原因了。

近年来，学生伤害事件不断上演，尤其是未成学生伤害他人
的恶性事件频频出现，这些看似社会问题，其实根子在教育。

教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因此，教育的手段就不可
能是单一的。

但在今天，不少糊涂的家长，部分一线老师，在有些伪专家
的忽悠下，教育观念严重出岔，因而失去了教育性。比如对
孩子惩戒权的失落。

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说过：“人的成长过程中，要形成一些
东西，除了爱之外，还要有敬畏。如果孩子违法了，惩罚实
际上是一种保护，让他知道怕，知道后悔，以后再也不敢了，
真的让他不敢了，才是保护他。”



但在现实中，教育往往跑偏。不，有时候，教育简直是纵容。

去年10月份，大连13岁男孩蔡某杀害10岁女孩淇淇，并抛尸
灌木丛，行为极端恶劣。这背后其实是家长教育惩戒的旁落。

13岁的蔡某走到今天，其实之前早已埋下了极端行为的隐患，
蔡某家教不当，致使蔡某的恶性愈演愈烈，变本加厉，最终
滑向罪恶的深渊，其推手或始作俑者就是其父母。

2020年10月12日，武汉地铁2号线金银潭站，一位10岁左右的
女孩，因为错下了地铁站，连踹妈妈6脚。女孩双手插在口袋
里，妈妈拿着所有的行李。有路人劝阻时，这女孩却追打劝
说着。这种场面，妈妈没有责怪女儿一句，不仅如此，当别
人数落孩子时，妈妈却为女儿打圆场、开脱。

孩子犯错固然可气，但作为成人，面对孩子的问题不施以正
当的教育，不能给以适当的惩戒，是十分可怕的。因为教育
的不当，我们培养的不仅仅是“次品”、“废品”，简直
是“危险品”。

然而，教育从来就没有一味地赏识和快乐，学习任务的完成
和人的健康成长，仅仅依赖释放天性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些人大肆渲染“儿童中心”论调，有点过头了。强调
以儿童为中心，当然没错，因为过去一味强调“学科本位”、
“教师中心”，致使教育的人性化严重不足。但是，极端放
大人本思想，就矫枉过正了。所以，教育惩戒不能缺失。

一个人的成长是漫长的，在这一过程中，整体上长期地不用
一点惩戒的教育是没有的。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对成人对儿
童的各种惩罚措施、惩戒办法，是一以贯之的，无论你喜欢
与否，接受与否。

社会生活中，欠债不还钱的老赖，就要受到失去诚信的惩罚。



乱闯红灯，当然要给以交规处罚。

家庭活动中，贪玩游戏的孩子不学习，家长就得采取强制措
施惩戒。对长辈无礼，必须惩戒孩子，习得礼貌待人。

人的成长必然伴随着错误性，这是事实，老师和家长没有必
要讳疾忌医。

一线教师，没有必要羞于启齿惩戒这一话题，也不必陷入无
休止地争论要不要惩戒的问题，更不能回避惩戒。

教育的本来面目，决定了教育惩戒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教
育手段之一。唯有实施惩戒，教育才是完整的、完善的、正
确的!

教师惩戒权的理解和认识篇五

幼儿园教师作为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在日常教育中难免需
要给予一些适当的惩戒。然而，如何正确使用惩戒，让孩子
们认识到错误，改正错误，是每位幼儿园教师需要面对的难
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惩戒心得体会。

第二段：明确目的和原则

在幼儿园的教育中，惩戒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认识到错误
的严重性，引导他们改正错误，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然
而，我们在实施惩戒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惩
戒的方式应当与孩子的年龄和认知水平相适应，避免给孩子
造成心理伤害。其次，在采取惩戒行为之前，我们应该进行
充分的思考和沟通，以确保我们的惩戒是客观公正的。最重
要的一点是，惩戒的目的是教育和引导，而不是展示权威或
者打击孩子的自尊心。



第三段：培养自制力

在实施惩戒的过程中，我发现培养孩子的自制力是非常关键
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采用了一些方法。首先，在孩子
犯错之后，我会进行适当的批评和纠正，告诉孩子为什么犯
错以及应该如何改正。其次，我会制定一些行为规范和规则，
让孩子知道哪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哪些是被禁止的。最后，
我会通过一些实践活动，让孩子亲身体验到自制力的好处，
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

第四段：注重奖励与惩罚的平衡

惩戒与奖励应当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单纯的惩罚孩子。在
惩戒的同时，我也会注重奖励孩子的行为。当孩子持续遵守
规则，展示出好的行为时，我会及时给予鼓励和奖励，以增
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通过合理的惩戒和及时的奖励，
孩子们能够逐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且明白好的行为会
得到认可和赞赏。

第五段：与家长沟通合作

教育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幼儿园教师需要与家长保持良
好的沟通和合作。当孩子犯错时，在实施惩戒之前，我会与
家长进行及时沟通，了解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情况，以便更
好地进行惩戒。同时，我也会向家长介绍惩戒的原则和目的，
以增加家长对教育工作的理解与支持。通过教师和家长之间
的紧密合作，孩子们能够在幼儿园和家庭中得到一致的教育
引导，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总结：

在幼儿园教育中，惩戒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其实施需要注
意方法和原则。幼儿园教师需要注重教育和引导，培养孩子
们的自制力，平衡惩罚与奖励，与家长进行积极沟通合作，



从而帮助孩子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价值观。通过不
断总结实践，幼儿园教师可以提升自己的惩戒能力，更好地
服务于孩子们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