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考考风考纪心得体会(实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
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
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高考考风考纪心得体会篇一

学院高度重视考风考纪教育动员部署工作，由全体院领导牵
头、各科室负责人及辅导员参与，组成了学院考前教育小组
和过程督导小组。学院先后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考风考
纪教育动员大会、督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并贯彻落实学校
关于考务工作、考试流程、考风考纪及学风建设工作精神，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二是教师参与，增强教育实效。

高考考风考纪心得体会篇二

学院高度重视班级导师与任课教师在考风考纪教育中的重要
作用。班级导师组织学生召开了“杜绝作弊，诚信考试”主
题班会暨期末考试动员大会，让学生充分认识期末考试作为
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其真实性的重要意义，
要求学生认真对待，诚信考试；
学院任课教师坚持做好考风考纪教育的倡导者、实践者，认
真做好课堂考勤、严肃考试纪律、公平公正评价学生、范文
参考网top100范文排行加强期末考试指导与考风考纪教育。

三是主题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高考考风考纪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一名基层思政教育工作者，在五年多的学生管理工作和
近三年的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深刻认识到社会和企业需要
的真正人才是“诚信为本、能力至尚、踏实肯干”的实用型
人才。作为“三本”院校的学生，只有从本质观念和细节行
动上做足功课，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针对考试中各种新形式、高隐蔽性的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屡
禁不止的现象，经分析，作弊的大部分学生属于学习成绩中
下等的潜能生，出现此类问题，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原因：第
一，存在“考前不学，临考突击，突击不成，小抄解围”的
思想，潜能生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只要抄技好手段高，成
绩就可以不劳而获，诚信缺失。第二，抓到考试违纪学生的
处罚力度和最终处理意见在落实程度方面还存在不足。第三，
考试内容设计和答题卡多样化程度存在缺陷。作为学生，毕
竟在心智、自控力和认识程度上仍然存在短板，仍然需要老
师，特别是辅导员老师在日常学生工作管理和考前诚信纪律
教育方面加强督导。通过考风考纪教育等措施，强化学生的
诚信意识，在上予以保证，杜绝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现象，树
立正确向上的学习风气，加强学风建设。

因此，针对以上出现的考风考纪问题，结合个人工作实际，
提出几点建议：

一、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学生行为。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加
强考风考纪教育，抓好学生的思想认识。教育方面要找到正
确的切入点，教育学生明白诚信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
号召同学们诚信考试，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考试违纪为耻，
每班每位学生都积极加入其中，通过集中的学习，使学生深
刻认识到触犯校规校纪的严重性。

二、加大管理力度，规范学生行为。严肃考风考纪最主要的
就是加大对违纪行为处理的执行力，当场违纪，当场处理，



当场公示，以避免因人情阻碍增加的后期处理难度。教育学
生考试只是一时的测验，诚信是一生的承诺;考试失败还有补
考机会，但一旦作弊将失去学位。另外，结合我系对全体任
课教师下发的《土木工程系至全体任课教师的一封信》，辅
导员协助任课教师做好促学工作。依据查课记录，详细记载
每名学生的上课出勤情况，同时严格执行学院的“两个三”
制度，该取消考试资格的决不姑息。学生平时基础打好了，
考试违纪的现象自然也会减少。

三、加强监考人员的公平、公正、公开性，做到一个标准、
一视同仁。因为同一科考试有的考场监考人员紧，有的考场
松，显失公平，这也使得松的考场学习好的学生骂监考老师
无能、管理严格的考场学习相对后进的学生骂监考教师过分。

光阴荏苒，时间飞逝，转眼一学期又将结束，现在正是同学
最忙碌紧张的时候。在此，全校教职工向正在努力复习积极
备考的从化电大莘莘学子道声：同学们，你们辛苦了!

高考考风考纪心得体会篇四

本次考试分别设置了四个诚信考场，两个年级共300多名学生
自愿报名参加了在诚信考场的考试，并签订了诚信考试承诺
书。这些考场内虽无人监考，但考生均做到了严格自律和模
范遵守考场纪律，考风良好，对全体考生起到了积极的榜样
示范作用。

三、加强考试过程管理，实行分包楼层、不定时巡查的纪检
巡视模式。

高考考风考纪心得体会篇五

辅导员积极组织各年级召开“树诚信风尚·扬外院风范”主



题班会，详细讲解学校对学生考试作弊的认定及处理办法，
并组织学生签订“学生诚信考试承诺书”，要求学生务必遵
守各项规章制度，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期末备考中；
此外，各班级召开“零作弊”主题班会，切实将考风考纪教
育做到实处，积极营造诚信考试、诚信做人的良好氛围。

四是注重宣传，创新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