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普法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
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教师普法心得体会篇一

给我以最深感触的，除了教师要学习一般的职业道德外，还
要学习与我们教师这个职业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记得x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
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
密结合起来。这是在新的世纪，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治国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与我国社会主义政
权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
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
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
家。它既需要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完善
的行政执法、司法、监督体系，又需要人们的法律意识、法
制观念的逐步提高。

我们作为新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重要的必
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本功架，
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



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然而作为人
民教师的我们，在这支队伍当中对教师法的认识可以说是盲
人摸象的。以前，我国的教师长期处于无法可依可依的境地，
因而许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教师、
拖欠教师工资、无故开除教师等。然而许多教师不懂教师法，
所以即使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懂利用这些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故有法等于无法。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
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教师
法更是一门必修的科目。

此外，我们还明白到我们一直以来所谈及的权利，其实可以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权，一类是私权。后者是一种可放弃
的权利，而前者则不可放弃。或者换句话说公权是一种同时
夹带着义务。合理行使公权和私权也是我们当教师的一种重
要的素质。

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被西方国家批评为"人治"的国家。现在
国家政论既然下决心要从原来的"人治"改革为"法治"，于是
每一个公民自然而然肩负起知法、学法，守法、用法和护法
的重责。

长期以来，《教师法》虽然存在着，但是每当教师的合法权
益被侵害时，能够主动利用这件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却
不多，这说明教师只是知法、守法还是不够的，因为用法也
是我们基本的权利。

教师普法心得体会篇二

在这次活动中，我重温了《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民办教
育促进法》等，着重学习了《教师法》。通过学习，进一步
提高了自己的法律意识，收益很大。



(一)遵守、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
计划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

(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古就有“教书育人，为人
师表”的说法。但“育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
容，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就要求老师具有一定的政治素
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

古人对教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这其实只指
出了老师“教书育人”的职责中教书的一面，而“为人师
表”则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人格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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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普法心得体会篇三

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人说教师是园丁，有人
说教师是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教师是一个不同
于其他的工作的工作，她神圣、伟大、高尚，世界一切赞美
的词语都可以用在她身上。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我学习了
《守则》《规范》;当我成为教师的时候，学习了《教师法》，
《普法》……长期以来关于教育的法律虽然存在着，但许多
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殴打、辱骂、诽*教
师、拖欠工资等等的事情发生，而教师迫于时代和社会的压
力，能够主动利用这件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却不多，这
说明教师只知法、守法是不够的，因为用法也是我们基本的
权利。教师作为一支具有高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用好法



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教师必修的一门功课。

通过学习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
认识，更是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
师就是为社会，为学生服务的，吃点亏是可以吞下去，现在
我不会再这么认为了，因为，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
利，“平等”的口号不应是嘴上说说而已，落实到实处才拥
有意义，否则有法也等于无法了。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一名
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五五普法》不仅帮
助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
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利。

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学
习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五五普法》后，
让我更明确，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
为规范。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
为学生服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体罚和
变相体罚学生，不讽刺，挖苦，威胁、责难家长。时刻以教
师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异服，处处“身正
为范”。

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
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
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包括
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
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我意识
到：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把老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
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要努力
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滤旧有，
活化新知，积淀学养。有句话说的好：“一个教师，不在于
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少书和
教了多少书。”用心教、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渊之别。
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应该有创
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



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
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

因材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
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泼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
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贯彻
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
稚嫩的小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
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用爱心去浇灌、呵护。用《教师
法》、《义务教育法》和《五五普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
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
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
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
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教师普法心得体会篇四

通过对教师法律法规师德师风的学习，使我从中加深了对教
师这一职业的理解。教师既是知识种子的传播者，又是文明
之树的培育者，既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又是人类社会发展
与进步的开拓者，是年轻一代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和光辉典范。
因而，教师的言行是构成对学生影响的最现实的因素之一，
它不仅影响着学生学习状况及其效果，而且影响着学生人格
等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心理健康的发展水平。通过此次法律法
规师德师风学习，我简单谈谈一下几点体会：

一、服务心态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燃烧着的蜡烛“等称号，是社会对
教师职业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教师
要像商口行业一样，将“为顾客服务”溶进“为学生服务”
之中去，并且要具备这种心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学生指
东点西，把他们当作指挥的工具来使唤。教师在教学中的服
务心态，不应只少数优等生服务，而应该平等对待那些后进



生，因为他们同样也是“财富”的源泉。教师甚至要给予他
们最优惠的服务，设法调动全心全意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善
于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且有特色
的“产品”。此外，教师的课外辅导，上门家访，以及与学
生的抵足谈心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服务心态的具体表现。
只有当我们的教师具备了这种心态，才会在日益激烈的行业
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使“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更焕发
光彩。

二、敬业精神

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人民的
教育事业能呕心沥血对工作一丝不苟，即使碰到这样和那样
的困难也会想办法克服。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
以学生满意不满意，学生快乐不快乐，启发没启发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作为教育教学工作台的出
发点和归宿点，以积极因素的心态饱满的热情搞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

三、为人师表

教师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
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真正为人师表。”教师凡是要求学
生做到地;自己要率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坚决不
能做;要求学生不迟到，预备铃一响，教师就提前到教室门口
等待等等，看似区区小事，实则细微之处见精神做表率。为
人师表对学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它爆发的内驱力不可估量。
因此，为人师表是当好人民教师最基本的要求。

身正为师，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思考教育者和师
德示范者。教师不仅要有这种做人的威望，人格的力量，令
学生所敬佩。还要以最佳的思想境界，精神状况和行为表现，
积极地影响教育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教师只能以他的整
个人、以他的全部自发性，才是以对学生的整个起真实的影



响，教师应把言传和身教完美结合起来，以身作则，行为师
范，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仪表端庄、
举止文雅，以自己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

四、终生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我们都深深地知道——学高为师，要培养高水平的学生，要
求教师学识渊博、学业精深、个性鲜明的教育教学风格，把
握教育问题的高超学术、和谐、感人的师生关系，无不闪现
着现代教育思想的智慧之光。技高为师，一、是要以科学的
施教知识，深入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知
识，把教育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过程，使教育教学
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高度完整地统一起来。

二、能够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恰当有效地选择教学方法和方
式，直观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使教学知识传授与创新思想
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三、是要有创
新精神，积极开展教育和科学研究。探索新的科学教育模式，
在耕耘中拓展视野，在执教教学中提炼师艺、升华师技。所
以，作为新教师的我，更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不
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素质水平，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
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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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普法心得体会篇五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心得体会是很好的记录方式，
这样就可以总结出具体的经验和想法。一起来学习心得体会
是如何写的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教师普法的学习心得体会，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却不多，这说明教师只知法、守法
是不够的，因为用法也是我们基本的权利。教师作为一支具
有高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用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教师必修的一门功课。

通过学习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
认识，更是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
师就是为社会，为学生服务的，吃点亏是可以吞下去，现在
我不会再这么认为了，因为，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
利，“平等”的口号不应是嘴上说说而已，落实到实处才拥
有意义，否则有法也等于无法了。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一名
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五五普法》不仅帮
助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
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利。

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学
习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五五普法》后，
让我更明确，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行
为规范。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
为学生服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体罚和
变相体罚学生，不讽刺，挖苦，威胁、责难家长。时刻以教
师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异服，处处“身正
为范”。

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要耐心教育。尊重
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
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
包括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
是自主知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
我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把老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
给学生的知识比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陈旧观念，而
要努力使自己的大脑知识储量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筛
滤旧有，活化新知，积淀学养。有句话说的好：“一个教师，
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



少书和教了多少书。”用心教、创新教与重复教的效果有天
渊之别。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
应该有创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

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
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
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泼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体教
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贯彻个
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稚
嫩的小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便
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用爱心去浇灌、呵护。用《教师
法》、《义务教育法》和《五五普法》来规范和鞭策自己，
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保
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
发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
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