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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篇一

近日，教育部研究出台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稿，
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该规则出台背景是来源于过去过
份强调赏识教育，因学生教育管理问题，学生家长将学校、
将老师告上法庭事件屡出不鲜;老师被动，学校尴尬，以至
于“谈管色变”。在这样大的环境下，教育部出台了《中小
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是有利于学校形成良好的校风、
学风，是教师履行教育管理学生基本权利和责任的底线保障。

就对《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实施，作为校方和教
师怎么理解、认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措施，淺议个人拙见。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
会中的人，人必然要接受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的管理，
要遵守各项制度，法规政策。而过份赏识教育，会导致家长、
社会、学校三方对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成人”认识水平不
同，管理缺乏必要的底线意识，规则意识，学校管理的效果
甚微，一度教师职业成了“高危”行业，教师不敢管，学校
无法管，个别学生“无法无天”。出台这样一个规则，就是
为了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古语说：“不以耻，无以正”就
是这个目的。

惩戒不是目的，惩戒只是一种手段，通过惩戒的手段最终达



到教育的目的，所以是教育为主，惩戒有度。我们最终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树立起良好的规则意识，锻炼学生承担责任，
受挫折的心理品质。因此对于《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实
施作为学校要把好方向，运用得当;要组织教师、学生、学生
家长三方进行学习、解读，达到共同育人的目的。

(一)做到宽严相济，奖罚分明。

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以待人，要对所有的学生公正公
平，“一把尺子量到位”标准意识。这样才能起到教育惩戒
的公平性、威严性和公正性。

(二)做到智慧教育，立威尚可。

惩戒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在运用教育惩戒的这个尺度
上，尽量不运用教育惩戒规则作为我们教育最好选择，以此
达到教育警示的作用。运用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情绪激动、冲动的时候不能运用。

2.尽量不在公众的情况下运用惩戒教育，不要有“杀鸡给猴
看”这种心理状态，这样的'方式是起不到教育效果的，容易
让学生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要考虑学生人格尊严，古语
说：“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密”就是这个道理。

3.惩戒方法不能过于简单，要做到以理服人，事后一定要给
学生讲清楚，要让学生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达到学生
自觉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目的，要让习惯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三)榜样引领，管教同步。

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学生“成人和成才”，所以仅靠一
个惩戒的制度是解决不了的，学生很多行为习惯实际是家庭
教育的折射，学校教育的折射和社会教育的折射。因此作为



家长、教师，我们要求学生怎么做，而我们自己就必须先做
到。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起
到榜样引领的作用，做到自己与学生同步、同发展。

教育是根植于爱的教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爱，才是
教育的万能金钥匙，因此我们要学会用耐心、爱心、童心感
化教育学生，让学生在爱的氛围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学习
生活。

总之，《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是必要的，但是教育
更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篇二

20xx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9号令颁布的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像黑夜里的一道闪电，照
亮了前方崎岖的山路。

站在学校管理的层面，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国家对于教育的重
视，尤其是对于学校规范办学和制度建设提出的接地气的要
求：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学生特点，依法制定、完善校规校纪，
明确学生行为规范，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

这既是给了教育人一把尚方宝剑，也是给了每一位教师一顶
紧箍咒；惩戒规则也是给家长的一把保护伞，是促进家校共
育的一盏指明灯。

每一个家庭都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成龙成凤，光耀门楣；
每一位老师更是对自己的学生倾注心血：学有所成，为国争
光。教育惩戒规则的制定无疑为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又搭建了
一道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一起制定一起遵守一起守护，为学
生的成长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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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篇四

近期以来，班级内迟到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培养学生积极
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班上执行“无正当理由迟到，迟到
一分钟，（教室内）罚站十分钟”的措施。我认为将其作为
班规执行，是可行的。

罚站十分钟，且是在教室内罚站，并不影响同学们自身的学
习，相反还能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培养承受挫折的心理
品质。再者，许多学校也实行站立早读，可见其可取之处。
此外，于20xx年7月，中共中央还明确了教师的教育惩戒权。
在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可设一定的惩戒。因此，
该建议作为班级的规定是应被赞同的。

这不仅是班级中，现在的学生越来越缺乏规则意识，并且大
多承受能力差。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开始采取相应的措
施。中国自古便有“严师出高徒”的谚语。虽然过于片面，
但这句谚语也有其可取之处。在教育中设置一定程度的惩罚
是有必要的。一定程度的惩罚，不仅能帮助学生改正不当行
为，而且还能促进学生规则意识的形成。

不仅仅是学校中的教育离不开惩罚，社会上，生活中的教育
同样离不开惩罚。自古以来，教与罚便是难以分离的。古时
有先生可以惩罚，如今也有教师可以惩罚。例如，学开车，
师傅再三教导，你却仍然一窍不通。他便会呵斥你，这
种“呵斥”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惩罚。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
太多了。

但是，是只要惩罚就能教好吗？惩罚是不是越重越好呢？很
明显都不是。惩罚是辅助教育的一种手段。用惩罚来激发学
习者的潜力，改正其不良行为。但并非越重的惩罚就越好。
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因此，惩罚应是适当的。适当的
惩罚能帮助教育，可是过重的惩罚会害了别人。



正如教育惩戒为代表的教育方式，在培养规则意识，锻炼承
担责任和挫折的心理品质方面具有其他教育方式难以替代的
价值和功能。也正因如此，在教育过程中设置一定程度的惩
罚，至今依然广泛存在于社会教育中。因此，教育离不开惩
罚，有惩罚的教育更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篇五

教育惩戒的实施最根本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教育，对学生的
一些不合规范的行为予以矫治，更有利于学生的自身发展和
进步，教育惩戒非常具体的指出哪些行为是应该进行惩戒的，
需要老师规范的，并且详细指导了教师应该怎么做，对于日
常处理学生问题很有指导帮助，并且有法可依。相信这些规
范会更好的促进家校共育，让教育更有温度，让教育环境更
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