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强化纪律意识筑牢廉洁根基心得
体会 学生纪律教育强化月心得体会(优

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我们如何才能写得
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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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纪律意识筑牢廉洁根基心得体会篇一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
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更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
为真正的教育。” 教育承担了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化的重
任，对中学生的法制教育在其中的意义更是毋庸置疑。

多数中学生都希望获得相关法律知识，对法律问题感兴趣，
但却对法制教育感到困惑。对本班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所有学生都希望学法、懂法、用法，但普遍对法制教育存在
不同程度的困惑。譬如，学生考试没能达到父母所要求的分
数，家长对孩子进行体罚算不算违法？学生可否为了维护自
身权利而去控告父母？同学之间的矛盾怎样合理的解决？假
如别人强行索要钱物，学生用刀子捅他算不算正当防卫？中
学生被禁止进网吧、游戏机厅等场所，是不是遭到了消费歧
视？再有，中学生学习压力大、考试竞争激烈、家长望子成
龙而提出过高要求，而他们的世界观、心理尚未成熟，很容
易走极端。特别是眼下不少所谓“好孩子”犯罪现象增多，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年龄也向低龄化发
展。这些都是中学生们经常遇到的现实问题，说明加强中学
生法制道德教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



战略高度，将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引入课堂。法制教育进课
堂，不是简简单单地增加一门课，要坚持理论教育与实际相
结合、教师主导与学生参与相结合、课堂法制教育与课外法
制教育相结合。在教学中，老师既讲清法制课中的基本原理
和法律知识，又结合学生思想行为和学校德育工作实际，有
针对性地开展教学，以案说法、以例释法、以法育人。既注
重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尽量组织学生讨论、研究问题，
又重视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和
观点，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中加深对有关法律知识
的理解。既注重法制课的教学，又注重课外法制教育活动的
开展。如开展“预防违法犯罪、做世纪新人”主题班会活动；
成立 “中学生自律仲裁庭”，运用法律知识自己管理自己；
开展了以“珍惜生命、拒绝毒品”为主题的签名活动，组织
学生接受法制教育。

1、 轻微心理失调表现为：情绪波动，易怒、任性、自卑、
考试怯尝厌学等等.

2、 轻度心理障碍表现为：抑郁、焦虑、强迫(观念强迫和行
为强迫)、社交恐惧等.

3、 过分自责：对过去学习的失误、犯过的错误，常常追悔
莫及难以忘怀，强迫记忆，对未来焦虑不安，唯独不考虑现
在，不能正视现实，重新振作精神，陷入悔恨心理状态不能
自拔。

5、 满足孩子正当的要求，给予发表意见的权利，耐心倾听
他们的意见，多和孩子交流、沟通，做到了解他们的心声疾
苦，出现心理困惑时及早疏导，必要时进行心理咨询育辅导。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成长，影响他们未
来的发展与成功，全社会都应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让孩子
们快乐的成长。



强化纪律意识筑牢廉洁根基心得体会篇二

读书是每个人每天必读的心得，古人曾说过“一日无书，百
事荒芜”。对于现在的我们更应该多读书，读书越多课外知
识就越广泛，知识面的大大增加对我们以后的读书层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读书势在必得，多读一点书的好处：

1、考试时经常会考到课外阅读，课外阅读面广的同学会在这
儿一处占便宜，比别人得考分的这道题多得好几分，可不要
小看这几分，如果你其它题全对，就只有这道题，那就太吃
亏了。

2、现在找工作都要知识面广的，并且工作效率又快又好的。

这次胥老师发给我们了一本《小学生必做的50件事》(分男生
版和女生版)，这上面讲的是小学生的个人安全问题和行为习
惯、应该改掉的缺点和应该怎样做一个好学生、好同学、好
孩子。我在这里面特别看重关于健忘、写日记……等问题，
我个人就有健忘症，做的一些事情都需要同学、老师和家人
的提醒才记起来或等一两个月才想得起来，我想了一个办
法——把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当日记写下来，每一天都看一两
遍日记，这样就一箭双雕了!

最近，我读了著名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的作品《第七条猎狗》
其中讲述了猎狗赤利是老猎人召盘巴养的第七条猎狗，在一
次捕猎中咬死偷袭眼镜王蛇而被误认为胆小怕事，而被主人
赶走，在深山老林成为豺狗头子，却在关键时刻不顾自己身
危保护主人召盘巴，与豺狗群孤身相斗。文章撼动人心，催
人泪下，用质朴的语言描述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

读完整篇文章，我深受感动，特别是赤利孤身与豺狗群相战
的那一段，赤利的后腿虽然已只剩白骨，但它仍然使出平生



最大的'力气，向正准备进攻主人召盘巴的母豺狗扑去，保住
了召盘巴德性命。这一段当中，我看到了人与动物的感悟，
也看到了猎狗赤利知恩图报的精神，受到了启发。

读完这本书，我被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感动，被动物和动物
之间的感情感动，也从军犬赤利身上受到启发，真是受益匪
浅。

强化纪律意识筑牢廉洁根基心得体会篇三

本月学校开展了纪律教育学习，现把我纪律教育学习心得小
结如下：

本次纪律教育学习活动月，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学校是培养人
才、传承文明、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学校教师肩负培
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在学校开展纪
律教育学习是净化教育发展环境、保证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然
要求，要切实把抓紧抓好纪律教育这项工作。

从现在起，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对自己的思想作风、学
风和生活作风进行认真的对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以良好的作风、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为学校的发展添砖加瓦!
始终牢记理想信念，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始终牢记责任使命，
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始终牢记教育宗旨和党员形象，不断加
强党性修养；始终牢记党纪国法，爱岗敬业干实事。始终保
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自己饱满的工作热情，把心思凝集到教育事业上，把功夫
下到提高教育质量上，释放出自己最大的能量，以追求一流
的责任感，用自己最的努力去争取最好的业绩。

在工作中，要树立务实形象，勇于治“虚”治“假”，敢于治
“漂”治“浮”。认真做到“五实”：安排工作重实际，检
查工作查实情，对上对下说实话，解决问题想实招，评价工
作求实效。崇尚实干，绝不空谈，扭住目标，锲而不舍；讲



求实效，不图虚名，不搞浮夸，让事实说话。把精力和时间
全部放到各项工作的落实上，充分发挥表率作用，要求别人
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在生活和教书育人方面，要尊敬领导，
团结同仁，爱护学生，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在组织
纪律上，遵守党纪国法，个人服从组织，维护党的统一，办
事公正，清正廉洁，道德高尚。做好表率。用真情去爱护学
生、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本着高度的责任心和
务实的工作作风，无论事大事小，都能考虑大局，并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去做事，一切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一切以学
生的成才为着眼点。真诚关心学生的进步和成长，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建立民主平等、亲
密的师生关系。

使教师受到来自四面八方信息的“狂轰滥炸”。作为一名教
师，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博学多才，学生才会“亲其
师、信其道”。而教师宽广的视野、正确的决策，来自不懈
的学习。要通过学习，增强自身工作的预见性、洞察力和驾
驭力。一个好的学习者首先要具有批判性和选择力，学习对
自己有用的知识。21世纪的教师应该是终身学习的示范者，
是学生终身学习的楷模。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
装头脑，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动性
和自学性。向先进学习，学先进的理念，学成熟的经验，为
我所用，助我发展。教师应及时学习新知识，了解新动向，
并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
创造业绩的行动。

改进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思路，是学校工作
始终充满活力的关键，如果仅凭经验办事，按部就班，不愿
创新，怕承担风险，就会被时代发展的车轮远远地抛在后面。
要通过思想作风纪律活动，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理念，与
时俱进，用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推动学校各项工作超前
发展。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讲究工作方法，特别是在新课程
实施过程中，把新的教学思想、新的教学方法、运用新教学
手段的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



善于运用新的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以此激发学生创新活力。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逐
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不断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为全面提
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做出新贡献。在未来的教育中，教师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指导学生有效地学习方面，不是以知识权威
者的身份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
特点和需要，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进而掌
握学习技巧，养成自学的习惯。教师必须清楚地知道学生的
学习过程，不断地观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敏锐地发
现学生的学习困难，并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为人师，不仅要对学生负责，更要对社会负责、对科学负责。
所以，任何时候，提倡教师的师德师风都是必要的。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建设工程，是一项需要每一个人
民教师长期奋斗的艰巨任务。让我们每一位拥有人民教师称
号的人，怀着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科学负责的态度，
“正师德、铸师魂、强师能”，使自己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
荣称号。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他的一言
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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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
能真正为人师表。

强化纪律意识筑牢廉洁根基心得体会篇四

纪律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能否被世人所重视，关键还是靠我
们自己的自律意识，取决于我们生活的态度，完全发自内心。

从小到大，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总会伴随着某些规章制度，例
如我们居住的小区，总会有许多警示牌，“请勿乱丢垃
圾”“爱护一花一草”等标语，这也无形中对我们起到了约
束，但关键还是我们的态度，美国作家弗格森曾经说：“谁
也无法说服他人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守望着一扇只能从内
心开启的改变之门。”由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也导致
我们的自律能力的不同，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自卑



和恐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惰性，可以挖掘自己的潜力，然
而消极的心态则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对生活的不满，太多的抱
怨会导致我们做出许多不理智的事情，更不用谈什么遵纪守
法了，总而言之，心态决定一切，良好的心态将影响我们自
律能力的高低。

如今的我，逐渐长大，对自律的认识也逐步加深，使我对自
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充满信心。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成就了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才得以
坚强，充实，内圣而外王。只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注重个人
的行为举止，放能做到应有的自律，从而达到大学生文明行为
“十不做”。德本存于性情之中，而陶冶于教化，得益于素
养，砥砺于历练，章显于行动，是故君谨其言而慎其行，从
善若水，锲而不舍。

身为大学的我，自律可谓成为大学的必修课程了。自律，必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凡事都必须反复的思考，所
谓“三思而后行”啊，对待事物应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去考虑事情严重与否，该做和不该做的都要有分寸，现
在的大学生活不再相同于以前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生活，在这
里没有老师会对你长篇大论的教育你做人做事，只会有你自
己对事情的态度，为人处事的方式将塑造你在未来大学生活
的生活方式，是成为一名品德兼优的学生还是违纪犯法生，
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律能力，因此，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让我们共同携手，创建城建明日的辉煌，从爱护
学校的一花一草起，从对待师长都应问好起，从我们内心做
起，唤起我们遗失已久的优良品德，发扬我们的民族优良传
统，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大学生活的到来，让我一时无法接受，一切来的那么突然，
向猝不及防的我一涌而来，面对这一切的变化，我开始试着
去接受试着去享受属于我的大学生活。大学不像以前那样，
每天都上好几节课，面对一叠叠的课本，除了作业就是考试，
而现在是有分专业的去学，不需要上很多节课，针对性的学



习某种知识，这也让我们更有空闲，这无形中也让我们开始
变得懒惰，这对自律就尤为重要了，我们能否克服惰性，把
空余时间拿来学习，温习课本，对我们的毅力产生强烈的挑
战，是放弃玩耍的时间来学习，还是利用空闲时间来阅读更
多书籍，提高自身文学素养，都将成为我们自律的第一道门
槛，我坚信自己能做到这点，在生活上，更应勤俭节约，珍
惜父母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待人相处应诚信，这点我很
赞成，也只有以真诚的心去对待朋友，才能结交出知心朋友。

凡事都要以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对生活，多一点赞
美，少点抱怨，那我们的生活环境才能越来越和谐，自律也
将成为人生的风帆伴我们勇敢的行使于浩瀚的海洋，抵达那
优美的港湾。

强化纪律意识筑牢廉洁根基心得体会篇五

对于刘博洋这个名字，我们五年级的老师都知道。开学报名
时，他妈妈准备给他转班，可他却被其他班级老师拒绝了，
因为他调皮捣蛋出了名。

我刚接这个班，对他还不甚了解，可通过观察发现同事们说
的果然不错。

课堂上，他经常不听讲，并时不时有新玩具出现在手里。甚
至，在老师不注意的时候还跟周围同学讲话，打逗。课下，
他还爱招惹同学，以致同学常跑到我这里来告状。我找他和
颜悦色地谈话，讲道理，可作用甚微，管不了几天。我严厉
批评他、惩罚他，也不奏效。

一天早上，我一进教室，书声琅琅，同学们都正在早自习，
可他座位上却空空的，同学向我报告，他在操场上打乒乓球。
“早自习竟敢跑到外面去打乒乓球？太不像话了！”

下午最后一节课，快下课时，我去教室布置作业，他的座位



又是空的。我心里一股无名火腾地一下子冒上来了。真是邪
门了，连课都敢不上了！我逮住他非要好好把他训一顿，嗯，
还要打电话告诉他妈妈狠狠教训他。我边想着，边朝教室外
走去，准备去找他。刚出教室门不远，只见他躲在连廊处的
一个柱子后面，眼睛往教室里张望着。我正准备训斥他，可
转念一想，以前无论怎样批评他，都没有效果，这次会有效
吗？他人虽在教室外，可眼却不停向教室里张望，看样子他
还是挺想进去的。于是，我强压下心中的怒火，问道：“刘
博洋，你怎么在教室外面？怎么不进去？”“我——怕数学
老师！”“怕老师就可以不进去吗？上午你还没有上早自习
呢！”我心里这样想，可没有这样说，我觉得应该给他一次
机会。

“我送你进去吧，但是你下次能像这样不上课吗？”

“不能！”

“你能做到吗？”

“能！”

我把他送回教室，并用眼神暗示了一下数学老师，叫她不要
追究。后来他果然每天都按时上学，按时进教室学习，不再
出现上了课还在外面玩耍的情况。

儿童期是犯错误最多的时期，孩子犯错是出于自控能力差。
这时老师需要从心底里宽容孩子的过错。孩子常常容易夸张
或放大自己的问题，以为自己犯了错，老师就会批评，会告
诉家长，老师和父母就不会喜欢自己了。如果老师再不能给
孩子宽容，那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会留下一片阴影。另外，如
果因为一些无意的过错训斥、处罚孩子，不利于感化和教育
孩子，老师会因此失去学生的信任。

所以“宽容，有时候比惩罚更有力量，对人宽容，是做人的



一种美德，而对孩子们的宽容，则不仅是美德，还是一种教
育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