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 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心得体会(优质9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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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
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一

好的老师，必然是管教同步、严慈同体的.。教育少不了爱，
更少不得惩戒！

爱和惩戒，是教育中必不可缺的两条腿。戒尺教育源远流长，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始，惩戒就已经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好的教育离不开必要的惩戒，没有惩戒的教育就不是完
整的教育。

只有必要的惩戒，才能让孩子学习进步；

只有必要的惩戒，才能让孩子敬畏规则；

只有必要的惩戒，才能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明白：若把纵容孩子视作爱，那么，老师
其实不爱孩子。成就孩子最好的方式，必然是家长不护短，
老师不姑息！

让我们一起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发力吧！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二

的寒假，我把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感想颇深。《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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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读了规则以后的几点的感想，我觉得规则实施以后，



学校、社会以及家庭会更加重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为我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能更好的主动
学习、爱上学习。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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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四

教育惩戒权在社会、学校、教师、家长的争论、呼唤、讨论
中在20xx年x月x日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教师体罚学生的争论也是一浪又一浪。
《规则》将对教师惩戒权的使用原则、使用范围、使用方式，
作了详细的规定，对教师体罚和变相体罚行为进行了明确的
界定，我们每一位老师要好好学习，慎用、敢用、会用教育
惩戒，教育学生不让位，家长也应该学习规则，理解、支持、
配合学校，教育孩子不越位。

《规则》让学校、老师有了惩戒权，但我们教师一定要谨记，
教育惩戒的初衷是"育"，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成人、成才。
惩戒不仅仅是赋予学校和教师的权力，更应该是一种教育方
式，通过“惩戒”让学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以教
育为目的的惩戒都是一种流氓行为。

我们提倡有温度的惩戒。作为教育工作者，不管什么教育手
段，保护好孩子身心健康是前提，健康是“1”，其余
为“0”，有了“1”，“0”才有意义。因此我们的惩戒，一
定要关注学生的身心，要因人而惩，要尊重学生，不能侮辱
到学生的人格。细看《规则》有明确的规定，不得因学业成
绩而教育惩戒学生，惩戒只能使用在学生不良行为上。学习
上的后进生是不可避免的，对学习不好的学生，老师还是要
多多鼓励，花一点时间为孩子补缺补差。调皮捣蛋，不愿学
习的孩子，老师在惩戒时，一定要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给
孩子申辩的机会。社会很复杂，孩子很脆弱，单亲家庭、重
组家庭、留守儿童、贫困家庭等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形的，教
师的惩戒更多的要让“爱”挽救的往往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几



个家庭。

教育要家校合力，校闹是一种病态，家长要理解并配合学校
一起教育孩子。知识的学习学校教育大于家庭，但对孩子品
行的影响，家庭教育十分重要。模仿是孩子的天性，行为习
惯的养成，大部分就是模仿得来。《规则》中对惩戒权的适
用范围就是在学生的行为上，要让孩子改掉不良的行为习惯，
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家庭的共同引导，长期督促。孩
子受到适当的惩戒，家长也不必要心痛，成长的过程，不可
能只有鲜花，你不可能为孩子挡住所以的风雨。教育只有宽
严相济，有奖有惩，孩子才能在人生的路上不偏不倚，健康
向前。家校良好的合作才是教育最美的风景。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五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教师体罚学生的争论也是一浪又一浪。
《规则》将对教师惩戒权的使用原则、使用范围、使用方式，
作了详细的规定，对教师体罚和变相体罚行为进行了明确的
界定，我们每一位老师要好好学习，慎用、敢用、会用教育
惩戒，教育学生不让位，家长也应该学习规则，理解、支持、
配合学校，教育孩子不越位。

《规则》让学校、老师有了惩戒权，但我们教师一定要谨记，
教育惩戒的初衷是"育"，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成人、成才。
惩戒不仅仅是赋予学校和教师的权力，更应该是一种教育方
式，通过“惩戒”让学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以教
育为目的的.惩戒都是一种流氓行为。

我们提倡有温度的惩戒。作为教育工作者，不管什么教育手
段，保护好孩子身心健康是前提，健康是“1”，其余
为“0”，有了“1”，“0”才有意义。因此我们的惩戒，一
定要关注学生的身心，要因人而惩，要尊重学生，不能侮辱
到学生的人格。细看《规则》有明确的规定，不得因学业成
绩而教育惩戒学生，惩戒只能使用在学生不良行为上。学习



上的后进生是不可避免的，对学习不好的学生，老师还是要
多多鼓励，花一点时间为孩子补缺补差。调皮捣蛋，不愿学
习的孩子，老师在惩戒时，一定要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给
孩子申辩的机会。社会很复杂，孩子很脆弱，单亲家庭、重
组家庭、留守儿童、贫困家庭等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形的，教
师的惩戒更多的要让“爱”挽救的往往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几
个家庭。

教育要家校合力，校闹是一种病态，家长要理解并配合学校
一起教育孩子。知识的学习学校教育大于家庭，但对孩子品
行的影响，家庭教育十分重要。模仿是孩子的天性，行为习
惯的养成，大部分就是模仿得来。《规则》中对惩戒权的适
用范围就是在学生的行为上，要让孩子改掉不良的行为习惯，
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家庭的共同引导，长期督促。孩
子受到适当的惩戒，家长也不必要心痛，成长的过程，不可
能只有鲜花，你不可能为孩子挡住所以的风雨。教育只有宽
严相济，有奖有惩，孩子才能在人生的路上不偏不倚，健康
向前。家校良好的合作才是教育最美的风景。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六

教育部研究制定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
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自20xx年3月1日起施行，教育
惩戒权成了热议话题。

的确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片面强调赏识教育，
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处于不能管、不敢管，动辄得咎的
尴尬境地。由于缺乏保护自己的合法武器，只要因为学生管
理问题发生了纠纷，学校和老师几乎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屡
屡被送上被告席。即使是学生家长无理取闹，学校和老师也
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一再做出让步。很多教师感到非常无
助，甚至“谈管色变”。《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的出台，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撑了腰、壮了胆，使大家扬眉吐
气。



面对即将被赋予的教育惩戒权，教师应该如何正确运用，确
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教师教育惩戒权入法的提案，大
部分教育工作者还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呼声很高，普遍有些
教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真正为教师代言，以后惩戒
学生就有法可依了，可以理直气壮，不再怕家长和公众的说
三道四。不过个人认为，教师对教育惩戒权，不要有那么高
的期望，教育惩戒权，并不是什么尚方宝剑，也不是灵丹妙
药，教师即使有了教育惩戒权，也不能任性地使用。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
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
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教育惩戒权有其特定的含义，不含体罚、打骂、辱骂，对其
理解要准确。可见，没有具体实施细则的惩戒权，教师如何
去用好是个难题，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因为惩戒失当引发不
必要的麻烦。

对于教师而言，并不是靠加持惩戒权就可以让学生服你，即
便以后立法允许教师可以使用惩戒权，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
框架内使用，而不是任性而为。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运用教育惩戒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呢？我
想，这也是每个教育人应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教育是出自于“爱”的，对学生的惩戒一定要出
于“爱”的目的，并且事后要让学生知道。如果为了惩戒而
惩戒，让学生感受不到你的关心、爱护，你的惩戒不仅取得
不了良好的效果，反而会引起学生反感，造成师生敌对，达
不到教育的目的。

再者对学生的惩戒一定不要在自己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进行。
教师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做到学生着急老师不急，
等情绪冷静下来再进行处理。这样处理时就会更理智，更能
把握分寸，不至于有过激行为，不会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另外对学生的惩戒要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进行。我们的古人
说过“扬善于公堂，规过于密室”。这也应该是我们惩戒学
生的准则。对学生惩戒尽量单独进行，惩戒目的是教育学生
遵规守纪，使其知错能改。如果在公开场合对学生实施惩戒，
会使学生失去颜面，容易造成师生敌对、冲突，或者学生干脆
“破罐子破摔”，越来越难管。

教育惩戒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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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品质恶劣的学生管不得，教师的
人身安危甚至缕缕被学生侵犯，这就需要制定一定的管理方
案，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保证教师的人身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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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教师而言，还是用平常心来看待教育惩戒权
吧！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七

寒假，我把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感想颇深。《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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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读了规则以后的几点的感想，我觉得规则实施以后，
学校、社会以及家庭会更加重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为我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能更好的主动
学习、爱上学习。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八

一场球赛要想精彩绝伦，除了运动员精湛的球技、观众的文
明观战，还需要裁判的准确执法。正是裁判对比赛规则的严
格执行，才能保证场上运动员最佳状态的发挥，该吹哨时就
吹哨，该亮牌时就亮牌，甚至可以罚下场去。惩戒恰恰是为



了让比赛更精彩。

人生如赛场，既有硝烟弥漫的竞争，也不乏波涛汹涌的暗战，
虽不说是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但也是你争我抢、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越是充满竞争的地方，越需要惩戒的存在，没有
了规则的参与，一盘散沙，甚至是乌烟瘴气都在所难免。

曾几何时，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许多教育方法蜂拥而入，
不仅冲击了几千年的传统教育，而且也带来了社会思想的不
断发展。面对琳琅满目的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界一时间真
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于是赏识教育大行其
道，“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标语张扬在校园上
空，保护孩子的天性成为纵容娇惯的借口，无私地爱护成
为“小皇帝”们的庇护伞，发展的眼光成为学生任性妄为的
障眼法。戒尺的悄声消退，恰恰是飞扬跋扈的粉墨登场；惩
戒的众人喊打，恰恰是无视规则的肆意生长；教师权威的颜
面扫地，恰恰是目空一切的横行无忌。

当我们感慨“巨婴”的.横空出世，当我们悲叹“啃老族”的
层出不穷，当我们哀伤“精神缺钙”的难以理喻时，是否想
过，高悬在教育头顶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的陨落，恰恰是许
许多多教育怪相诞生的缘由。

环顾我们的周围，蔑视规则者有之，逃脱责任者有之，心理
脆弱者有之……尽管不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罪给教育，
但是缺失了惩戒的教育变得软弱无力却是不争的事实。今日
的问题青年，今日的柔弱中年，今日的蛮不讲理的老年，多
年以前，他们可都是在接受教育的少年啊。惩戒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了惩戒的参与，教育成为了苍白的说教，成为
了“滥好人”的爱护，成为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混日
子。

曾经，我们是那么厌恶“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粗暴式教育思
想，我们是那么厌恶“道貌岸然”的学究式的师道尊严，我



们是那么厌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等级森严的依附关系。
于是我们迫切地希望打倒这一切，希望引入西方的教育思想，
希望用国外的教育方法改造我们的教育，希望在教育上
的“不破不立”。然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热热闹闹、
轰轰烈烈，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教育，如果眼中无“人”，那
终将是一种失败的教育。“过犹不及”的古训恰恰在说明任
何事物都应“有度”，将所有的惩戒视为“封建余孽”，直
接导致的就是“斯文扫地”“规则殆失”。

当然，惩戒不是教育的唯一手段，更不是教育的万能法宝，
它只是教育方式的一种，我们在承认它的价值和功能时，也
没有必要将其推崇到无上的地位。适度是惩戒的必备条件，
失去了这个条件，惩戒就可能沦落为“滥施暴力”，成
为“丧心病狂”的代名词。

理想的教育惩戒应该是什么模样呢？不由得想起鲁迅的启蒙
老师寿镜吾先生，想起他手中的那把戒尺，“有，但不常
用”，“有”说明了惩戒的存在，“不常用”说明了适度的
必须。归根结底，教育惩戒的目的不在惩罚，而在引以为戒，
而在教书育人。

给我那把戒尺吧，我会把它轻轻打在犯规学生的手掌，然后
师生会心地相视一笑，有真诚的关爱，更有严厉的督导。

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九

20xx年的寒假，我把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感想颇深。《中小学教育惩
戒规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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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读了规则以后的几点的感想，我觉得规则实施以后，
学校、社会以及家庭会更加重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为我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能更好的主动
学习、爱上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