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惩戒新规实施心得体会幼儿园(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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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
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
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
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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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发布了新的惩戒规矩，这对于学校管理和学生行为都
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一直觉得学校
惩戒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和实际的操作。在这篇文章中，我将
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
讨论和思考。

第二段：新规矩的意义和目的

新的惩戒规矩的最大意义在于，规范了学校管理的行为，同
时保护了学生的权益。作为一名学生，我更关心的是新规矩
如何对学生的行为产生影响。新规矩的目的在于规定学校惩
戒的具体内容和流程，同时让所有受到惩戒的学生都能够知
晓自己的权益和义务。在此基础上，学生的行为可以更加规
范和自律。

第三段：对于学生的影响

新的惩戒规矩对于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学生会对自己的行为会更加自律，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有了明
确的惩罚，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影响。
另一方面，学生会更加重视自己的权益和责任，同时也会更
清楚自己应该如何进一步改进自己的行为。



第四段：短板是什么

在新的惩戒规矩出台之前，学校的管理和惩戒常常存在短板。
这一短板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矩，同时也无
法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新的惩戒规矩中，应该更
加注重人文关怀和保护学生的权益，同时也应该更加透明和
公正，让所有学生都能感受到平等和公正的管理服务。

第五段：结论

教育局惩戒新规矩是教育管理工作的一次重要创新和改革。
对于学生和教育机构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过程。同
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规矩中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问题，比如
如何满足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权益保障等问题。我们相信，在
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改革会更加完善和进步，让教育更加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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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局针对校园暴力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惩戒新规矩。
这些新规定旨在保障学生的安全与权益，建立更加和谐、友
爱的校园氛围。本人在学校工作多年，深知校园暴力对学生
身心发展的影响，因此深刻认识到这些惩戒新规的意义及重
要性。

第二段：认识到新规矩的重要性

惩戒新规是有针对性的，可以维护学生的人身安全和精神健
康。在学校中，有时候教师在管理学生时难免责任不到位，
而学生在言语或行为上有过激表现，此时惩戒措施就显得至
关重要。教育局的惩戒新规，明确了惩戒措施的范围和限制，
以及学生被惩处后的正确处理流程，从而把校园暴力事件的
处理程序规范化，避免出现过度惩戒的现象。



第三段：认识到新规矩的实际效果

新规矩实行后，学校的师生都将真正体现尊重和平、维护和
谐的校园氛围。教师可以更为专注地进行教学工作，而学生
也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学习和成长。惩戒新规矩，不仅
能够在追求高质量、高效率的教学同时，也能够加强伦理道
德和素养教育，对教师也起到督促引导的作用。学生们在家
庭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于他们
的人格、道德和学习都能够发挥积极的影响。

第四段：应该如何积极实践新规矩

为了使新规矩能够更好地实施，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认
真钻研新规矩中的条款，理解新条款的意义和限制，并与学
生父母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在学生遇到问题时，要积极引
导学生用文明、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通过过激手段来
自我营造一种自身权威的状况。我们还应该加强与家长和社
会各界的联系，让他们了解惩戒新规矩，并在家庭教育中引
导学生遵守规矩，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

第五段：结尾

总之，教育是一项充满责任和挑战的事业，新规矩虽然在执
行过程中有一定难度，但如果能够付诸行动，并能与家庭、
社会各界配合，就一定会有更好的成效。只有让师生共同营
造一个和谐、文明、宽松的校园环境，才能让他们在这个环
境中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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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局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惩戒规定，旨在加强学校管
理、提高校园安全。这些新规矩给学校和家长带来了一定的
压力和挑战，但也提醒我们，教育局的改革和创新还在持续。
下面，我将就这些新规矩分享一些个人的心得感悟。



第二段：新规矩的背景和范围

教育局出台的新惩戒规定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校园
安全，同时加强学校的管理。主要包括学生打架、欺凌、抽
烟、早恋、逃课等行为的处罚，以及学校校规、班规等的制
定和执行。这些规定适用于全市所有中小学校。

第三段：新规矩所带来的影响和启示

新规矩的出台不仅仅是一种惩戒手段，更体现了教育局对学
校管理和学生行为的高度关注。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
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如何保障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如何
规范学生的行为和思想? 还有，如何让学生真正明白规定的
目的和重要性，以及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问题需
要家长、学校、教育局一起思考和解决。

第四段：新规矩的执行和结果

执行新规矩，需要各方共同配合，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和
学校管理者。首先，学生应该牢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遵守
校规班规，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其次，家长更应该关注自己
子女的行为和心理健康，与学校管理者多沟通交流；教师则
应该给学生树立好榜样，引导学生正确的行为和思想。结果，
学生的纪律行为得到更好的实施，学校管理更加规范，校园
环境更加安全。

第五段：个人对新规矩的看法和建议

个人认为，新规矩的出台是对学校管理和学生行为的一种提
醒和教育。但也需要考虑到实施的时机和方式，不能以惩戒
为唯一的手段，而忽略了教育和引导的作用。新规矩的执行
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范，让学生、家长及学校管理者都
参与进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健
康的成长和发展，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思想道德



品质。

总之，教育必须是一个全员参与的过程，学校和教育局必须
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划和实施。当然，家庭教育和社会关注
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各方进行合作，共同维护教育和社会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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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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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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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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育家陶行知曾用一句话道出了
良好的道德素质对教师的重要性，然而，近年来教师违规的
行为却频频出现。

《惩戒规则》对校园教育做出了保障，同一天开始实施的另
一则刑法修正案却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规范。近年
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暴力化趋势，低龄未成年人
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件时常见诸报端。

因教师管教、惩罚学生而酿成悲剧，近年来可谓频频发生。
每次事件发生后，舆论都会质疑教师的惩罚方式不当，侵犯
了学生的人格尊严，要求严惩教师，加强师德教育；而教师
群体却感慨，今后再也不要管教学生了，谁知道批评、惩罚



之后会引出什么麻烦？但是，如果学校老师都不再管违纪违
规的学生，学校教学秩序何以得到保障，而校园的欺凌问题、
问题少年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针对这类事件，在严肃调查追究责任的同时，必须反思怎样
才能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
长，又维护学校教学秩序，要给教师批评、惩戒学生以正当
权利。只是概念化地强调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或者
概念化地说赋予教师适当的惩戒权，都无法走出当前的困境。

在发达国家，对这类行为是可以罚站以及请出教室的。但我
国现在只有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原则性意见，而对于以罚
站方式处理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通常会被质疑为体罚或者
变相体罚，结果是老师干脆就不管，随便学生怎么做。在制
定处罚细则后，学校要把具体处罚规定告知家长和学生，并
和学生、家长签订协议，让学生、家长知道，如果学生违反
了校规，将受到哪些处罚。不像现在，学生和家长会说不知
道这类行为会受到什么处罚，教师也不知道处罚的尺度是什
么，随意性比较大。

另外，要明确具体处罚的程序。对于课堂教学，应给予教师
处罚不遵守课堂秩序学生的权利，并明确处罚的方式。而对
于学生违反校园公共秩序，则应该组建学生事务中心(由校领
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专业人士代表共同组成)，负责调
查学生的违规行为，举行听证会，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在新加坡，对于未成年的男生也有鞭刑的处罚，但执行鞭刑
不是当事教师拿起鞭子就打，而是要经过调查，根据调查结
果以及事先明确的处罚规定，决定打多少下、打哪个部位，
并在执行时有其他教师、家长监督。这就是对学生进行规则
教育、法制教育——让学生懂得规则、懂得违规之后受什么
处罚以及怎样被处罚。

具体到上述事件，就不应该由当事教师直接处罚，而应该交
给学生事务中心进行调查、处罚。比如，在校内多次违规，



根据有关规定应该给学生什么处罚，就给学生什么处罚(处罚
规定事先告知学生、家长，违规之后严格按规定执行，学生、
家长也很难有反对意见)。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对，放任不管也不对。怎样适当批评
惩戒学生，关系到我国中小学的教学秩序，也关系到学生的
健康成长，对此，不能再模糊处理，必须明确体罚、变相体
罚与适当批评惩戒的边界，以及适当批评教育的具体细节、
程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教育惩戒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才合适的问题。
制定《惩戒规则》就是为了解决教育惩戒的尺度问题。《惩
戒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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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禁止七类不当教育行为，划定教师行
为“红线”，为教育惩戒和体罚、变相体罚划定明确的界限。
春风化雨和润物无声，才是教育最本真的样子；而没有情感
和丧失底线的粗鲁式教育，则应受到正义的天然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