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大全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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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认真学习《规则》相关条款内容，教育惩戒是学校、教
师行使教育权的一种具体方式，也是其履行义务的充分体现。
惩戒不是目的，本着教书育人的大原则，要使学生认识和改
正错误。

我们作为学生家长充分理解、支持、配合学校、教师教育和
管理，对规范内容的限定性、可操作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在
《规则》规定和授权范围内，充分征求家长意见，配合制定
适合学生发展教育规律的班规或班级公约，明确教育惩治范
围和分类，做到客观公正、合法合规，使教师教育惩戒学生
有章可循，并对家长和学生公开公示，也可起到警示提示的
效果，解决了老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学生这一突出问
题。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配合学校、老师开展相关工作，为更好
的实施相关规则做好心理准备，共同努力创造和谐、人性化
和法制化的教育生态。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它就像一把戒尺、一根标杆树立在
哪里，使得教师能够真真正正地站起来管理学生。在教师社
会地位日益低下的今天，对于那些品质恶劣、道德败坏的学
生给予一定的惩罚，让他们知道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

教育是循序渐进的，是需要耐心、感化、引导、说服的。教



育惩戒权的'意义主要在于教育，而非惩戒，因此，教育惩戒
的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成长，而不是把学生治服。还有一
句话，学生犯点错误是很正常的，这就需要教师的教育和引
导。如果一个教师能走进学生心中，让学生真正服你，那么，
这个教师也无需用教育惩戒权来为自己壮胆。

每一位教师也是某个孩子的家长，希望家长和校方相互信任、
配合共同把一个个小幼苗浇灌、培育成参天大树的过程。正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持久深远的。以百年树人之心培育学生，虽然
路程曲折漫长，但从细微处入手，从小小的班级开始，适当
施惩戒，奖罚并行，终会成就参天的树林。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二

“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适当的惩戒可
以让学生及时改正错误，养成更好的.行为习惯。教育惩戒权
是把双刃剑，利用得好，可以培养学生更加健康的人格，但
利用得不好，也会给孩子带来创伤。《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施行，教师、家长也需要共同努力，学法、懂法、
守法，严格执行教育惩戒程序。期待，“教育惩戒”可以为
教学工作带来新气象。希望每一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良
好的品质，成为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希望这把戒
尺能使孩子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家长、敬畏老师、敬畏知
识，与家长携手，人人出彩、个个发光！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三

班级迟到现象总是屡禁不止，老师不得已采取“无正当理由
迟到，迟到一分钟，在教室内罚站十分钟”的措施。我认为，
这种适当的惩罚是正确且应当的。

教育惩戒指教师依据一定规范，以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为前
提，以惩罚为特征的一种教育方式。老师将迟到的学生以迟



到一分钟，罚站十分钟的形式惩罚学生，这并没有违反教育
惩戒的标准：其一，罚站不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其旨在
制止学生的迟到行为，帮助学生改正错误。其二，在教室中
罚站是在不损害学生自尊心的前提之下，使学生的羞耻心受
到一定冲击，会使学生迫于羞耻而改正自己错误。正所
谓“不知耻，无以正”，就是如此。

适当的惩罚能够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的惩
罚都是正确的。当今，有的老师体罚学生，这种现象屡见不
鲜，也许是因为他们曲解了“严师出高徒”这种理念，让学
生在超出其体能范围内跑步，在走廊等学生众多的地方让违
规学生提着水桶扎马步。这种教罚已经违背了教育惩戒的理
念，甚至会危害学生的身体健康，损害学生的自尊心，虽然
达到了维护纪律的目的，但这只是用体罚来使学生畏惧，更
准确地说是驯化学生，而不是教化学生，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适当的惩罚应因人而异，孔夫子曾说过“因材施教”，而惩
罚学生也应该“因人行罚”。有的学生，不小心犯了错，不
应进行过重的惩罚，否则会打压到这种学生的积极性，使得
他们“破罐子破摔”,这是不正确的。但有的“顽固分子”，
屡教不改，适当地加大惩罚力度也未尝不可。如果对于一个
顽固的学生，不加大力度纠正他，就浪费了教育惩戒的存在。

惩罚，是为防止一个人走向不可纠正错误的最后的防线，但
不应该将其死死地收缩，而要留足适度的空间，让被惩罚之
人进行自身的救赎，这就是适当的惩罚。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四

1月20日，二年级共同体的老师们聚在一起对《中小学教师实
施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进行了学习，虽有些许寒冷但
大家聚在起的心却是暖和的。

由于强调赏识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和教师非常无助，



谈管色变，惩戒规则的出台，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壮
了胆。让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有了准则。

面对即将被赋予的教育惩戒权，教师应该如何运用呢?大家达
成了共识。

1.教育是出自的“爱”的，对学生的惩戒也不能偏离其目的。
惩戒只是一种教育手段，它应该与说服教育一起形成教育合
力。

2.教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理智处理，把握分寸，不做
过激行为，不可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3.对学生的惩戒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进行，惩戒的目的是教
育学生遵纪守纪，使其知错能改，教育时尊重孩子，防止产
生逆反心理。

4.“赏识教育”、“爱心教育”、“情感教育”与“惩戒教
育”相相合，赏识是阳光，可以让孩子自信而快乐的成长。
惩戒是风雨，孩子在惩戒的风雨中才能学会接受磨练承受挫
折，从而超越自我。

教育惩戒实施方案，它就像把尺，一根标杆树在那里，使得
教师能够真正正地站起管理生教育是循进的是需要耐
心、“感化”“引导”、“说服”的。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如何正确使用惩戒权，在于实施惩戒和尺“度”的把握。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五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主要是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规定了学生和老师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也能进一步地保障和
规范学校制度，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也是法治社会建设一部分。并且教育惩戒的.实施更有利于学
生的自身发展和进步，今后我们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积累经验，以立德树人为本，让学生更好地成长。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六

20xx年的寒假，我把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感想颇深。《中小学教育惩戒规
则》不仅为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还进一步规范了学校
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学校根据规则依法履行教育教学义
务和管理职责，同时也维护了我们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了
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之所以称为教育惩戒规则，是指学校等教育场所，对违规违
纪的学生进行管教、训导等让学生引以为戒，更好地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规则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条款有很多：

规则第七条，如果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
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其中第三条：吸烟、饮酒或者言
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我觉得身为一名学生，不该有违反
学生基本守则的行为。这样不仅伤害了自己，可能还伤害了
别人，百害而无一利。第五条：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
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既然是一名学生，就不该有打骂
学生、老师的行为，这样不配当一名学生，我们不但不能打
骂学生，还要保护比我们弱小的同学，乐于助人，这是我们
新时代小学生该有的'一项基本品德。

规则第十二条，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
不得有的行为。其中第一条是以击打、刺伤等方式直接造成
身体痛苦的体罚。我想说，虽然学生犯了错误，但不能对其
造成身体痛苦，这样不仅会给我们学生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还有可能造成心理伤害。第五条：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
生。我觉得成绩不代表一切，一个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品德，
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要我排列，我一定会是品德第一，成
绩第二。所以，我赞成老师不能因为学生成绩而教育惩戒学
生。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七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同时
也体现出国家对教育惩戒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祖国下一代的
精心呵护。教育惩戒的意义在于教育而非惩戒，教育惩戒的
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成长，而不是把学生制服。这项
规则的出台既详细规定了教师的行为也保护了学生的利益；
既贯彻了减负的政策也维护了学生们身心健康的发展。

基于儿童立场，学生有犯错或违反课堂教学的不当行为，教
师有惩戒学生的权利，但是惩戒需有度——适度和温度。根
据具体学情和事情对待，教师应恰当的引导教育，让学生意
识到错误的同时，给予学生改正的.机会，不能借此大肆贬低
学生，伤害学生自尊。对于行为严重恶劣的学生，希望家校
育人合力、合作管理，家长的支持，能让孩子改正的决心和
态度更高效。让我们的孩子向善、向上、向好、向阳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