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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心得体会
怎么写才恰当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
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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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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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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试行稿，规
则系统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原则等，
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更好地推动学校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规则的出台让教育惩戒
有章可循，为解决老师们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学生这一突
出问题，同时有效保护学生合法的权益提供了依据。

作为教师的我们，通过学习认识到教育惩戒是一种教育手段，
它与说服教育一起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作用与受教育对象。
适当的惩戒，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让他们明
白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并且能够培养学生的责任意
识。在他们对他人造成了影响甚至伤害的时候，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学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但教育惩戒更需要有
温度，惩戒只是方式，育人才是目标，教育的初衷是立德树
人，教育惩戒应当坚持育人为本，注重育人效果，做到客观
公正，事实适度。教师也需要加强自我修养，依规履行职责，
在惩戒过程中尊重学生人格尊严，做到程序合法，措施得当，
更要基于关爱学生为宗旨，注重人文关怀，最终达到育人的
目的。

爱与惩罚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支架，如果没有相应的惩罚，



学生如何才能明辨是非，如何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呢？
只有适当的惩罚，学生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只有适当的惩
罚，才能真正树立教师威严，只有适当的惩罚，学生才6/7能
遵守规则。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畏缩，而应该一往无前，传承
我们的优良传统，宽严并济，奖惩分明。并不断在学生成长
的道路上指引，纠正。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散发幽兰之香，做
那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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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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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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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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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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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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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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华老师认为，对于教育，我们不能一味的依靠教育惩戒，
还是应该以爱还有足够的耐心去感化孩子，耐心的辅导教育
孩子。

郑刘娟老师认为惩戒作为教育学生方法之一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体罚式惩戒是要禁止的，任何体罚都是简单粗暴的做法，
都是以伤害孩子身心健康为代价的，不可取。惩戒权行使的
范围、方法、程序等等都要有章可循，一切以保护孩子身心
健康成长为宗旨和限度，不可由着教师的主观随意去发挥，
避免对孩子造成伤害。

罗嗣鑫：惩戒是一种教育手段，它与说服教育一起形成教育
合力，共同作用于受教育对象。爱和惩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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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罚就已经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的教育离不开必要
的惩罚，没有惩罚的教育就不是完整的教育。

李卫霞：适当的惩戒，则是学生在犯错后应当负起的责任。
适当的惩戒，能够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并让他
们明白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惩戒能够培养学生的责
任意识，在他们对他人造成了影响甚至是伤害的时候，意识
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学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李琼老师认为，跪着教书的老师，教不出来站着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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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芳老师这样说道：没有惩戒教
育学生很难走向成熟。仅以赏识教育、爱心教育、情感教育



等为中小学教育的主流，是不完整的，还需要有惩戒教育。
如果说赏识是阳光，孩子在赏识的阳光下可以自信而快乐的
成长，那么惩戒就是风雨，孩子在惩戒的风雨中才能学会承
受挫折，接受磨练，从而超越自我，走向成熟。原超：《中
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的制定，对师生来说都是一种
监督和保护，很有必要，希望能够实施起来。张楠老师很有
触动，她这样说道：教育少不了爱，更少不得惩罚。没有哪
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无法无天，每个熊孩子的背后，都站着溺
爱的家长。教育除了爱，更不可缺少的是管教，或者说是惩
罚。

爱的教育，不是万能的。对于一个纪律散漫、不思进取、无
心向学的学生，单纯用爱去感化，只会显得教育苍白无力。
唯有动用上管教与惩罚的力量，孩子才能明辨是非对错，知
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没有惩
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刘筱凡老师的观点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教师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对学生的无私爱心和处理教育矛盾
的理性。

2、家长还需要提升对教育的敬仰和对老师工作的理解。

3、学生还需要养成对老师崇敬和对生活规范敬畏的习惯。

4、政府还需要对正义的持续支持和对歪风的不懈制约。

5、全社会还需要增进尊师重教的风气和对教育关爱的氛围。

王茜：在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前提下，让老师拥有制止和
消除学生不当行为，帮助学生改正错误的权力是非常有必要
的。其目的是抑制学生的不当行为，锻炼学生承担责任、承
受挫折的心理能力，是十分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而



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把握好惩戒的尺度。

张灿：惩戒权是教师职业所固有的一种权力，也是由青少年
身心发展特点所决定的一种教育方式。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形
成时期，可塑性较强，教师正面的教育引导和相应的惩戒，
有助于增强教育效果。但同时，教师又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
学生，否则将违反我国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如何正确运用惩戒权，在于实施惩戒和体罚时度的
把握。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明确指出：凡是需要惩罚的地方，教
师没有权利不惩罚，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不仅是一种
权力，而且是一种义务。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也
是必要的。合理的惩戒制度有助于形成学生坚强的性格，能
培养学生抵抗诱惑和战胜诱惑的能力。有关教育研究也表明，
惩罚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为了更好地区分惩戒与体罚的界
限，教师在惩戒学生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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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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