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
会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优

秀10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好的心得体会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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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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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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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四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障和规范学校、教师依法履行
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教育部研究制定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通过学习该规则，我感受到了国家对中小学教
师的高度关心，对中小学教育的高度重视，也让初上讲台的
我对“有尺度、有力度、有温度”的教育教学充满信心和期
待。

自踏入“教育”大门的第一步，老师就告诉了我教育到底是
什么：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里的“目的”
是指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于是，我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怀揣着极大的梦想走向学校，期待着在祖国“花朵”的成长
中注入必要的力量。

可我又迟疑了、茫然了、不知所措了，因为讲台上的“三寸
不烂之舌”怎么也抵不住个别孩子的“无所畏惧”，因为语
重心长的教诲在电子游戏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一次次调
整、一次次让步在一次次冲刷着曾经老师向我传授的知识和
信仰，甚至我开始怀疑“如此脆弱的‘花朵’怎能挑起建设
祖国的大任？”可这不正是在质疑声中长大的90后的我们所
曾遇到的境地吗？是的，我不能以偏概全。

可是就这样算了吗？那些放弃学习的、沉迷游戏的孩子们也
终将长大成人，终将为人父母，他们和每一个孩子一样，应
当享受学习的机会。可老师拿不起“戒尺”，也不敢拿，因
为不知何时“教育惩戒”被社会舆论妖魔化了，凡是拿着戒
尺的老师都好像变成了“恶魔”。大家不得不战战兢兢，小
心翼翼。

这不是社会舆论的胜利，这是完整教育的缺失。教育惩戒本
就属于教育管理的一种方式，我们不应将简单粗暴的“惩



戒”与教育性的“惩戒”画上等号，这是不科学的，是愚蠢
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脆弱，我们要相信我们
的老师没有那么无知。《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
实施，不是“撒手锏”，也不是“紧箍咒”，只是在为我们
健康的教育保驾护航。

近来，社会上出现的教育暴力案件让大家人心惶惶，一些不
明就里的人更是把矛头直指一线教师群体。殊不知，每当我
们看到这些案件，心里比谁都不是滋味，痛恨那些“暴力分
子”怎么舍得将这么大的恶意施加在那些朝夕相处的花儿一
般的孩子身上的同时还要自舔被强加罪名的伤口。所以，当
我看到有些老师对《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实施
避之不及时，更是难过。

我们不应该因为谁说得多，谁说得声音大，就听谁的，就去
怕谁。我们要找到正确的事情，然后风雨无阻地去坚持。人
是如此，老师更是。

如上文所说，“教育惩戒”并不等同于“惩戒”，更不等同于
“体罚”，它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属于教育这门艺术中灵活
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灵活，我们就更要把握好它的尺度和力
度，让它发挥温度。

在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管教”和“教育惩戒”这两
种手段来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当学生存在违规行为时，老
师可以选择合适的方式来纠正这一行为，可以是“正面教
育”，可以是“批评教育”，也可以是“教育惩戒”。不过，
当我们使用“教育惩戒”时，一定要与“积极管教”相结合，
对孩子进行教育性的引导。“教育惩戒”不是最终目的，只
是达成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

总而言之，我非常支持《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
实施，也将实际践行这项规则，并将其视为对学生受教育权、
教师教育权和教育完整性的保护。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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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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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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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八

教育惩戒权不是灵丹妙药，教师即使有了教育惩戒权，也不
能任性地使用。教育惩戒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学生，不是为
了给学生造成痛苦，而是为了制止不当行为，帮助学生改正
错误。学生犯错误是难免的，作为教师要引导学生走正确的
道路，要更好地理解与学习教育惩戒规则，更好地使它服务
于我们的教学工作，更好的培养祖国的栋梁人才！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九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正式实施，给了教师一剂强心剂。
从“不敢管”“懒得管”到“应当管”“适度管”，这是好
的现象，是教育改革浪潮中师生关系发生改变的必然。《规
则》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
育惩戒三类，并且对每一类惩戒的具体操作行为都作了明确
规定，这是必然的，必须的。应当知道的是，教育惩戒与体
罚和变相体罚是不同性质的行为，《规则》划定了教师行为
红线。教师要根据《规则》要求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做出甄别，
可以看出，这是教师的“如意棒”，也是教师的“紧箍咒”，
教师还是要一如既往的精心、静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继续保持自己的教育战略定力和教学张力。



黄玲玲

惩戒教育有存在的必然性，但是应该以不伤害学生身心健康
为基础，以尊重学生的人格为前提，及时与家长沟通，在理
解中达成教育共识，赢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同时惩戒教育
要因材施教，做到刚柔相济、张弛有度，可将惩戒教育与赏
识教育、激励教育同步进行。让学生在赏识的阳光下,自信而
快乐地成长,让学生在惩戒的风雨中承受挫折,学会坚强,走向
成熟,从而使学生心理更健康、人格更健全。立国之本乃教育，
希望学生和家长体谅教师工作的不易，支持教师的工作，我
相信，随着大众对教师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教师们能够更好
地一颗心点亮另一颗心，用赤诚之心点亮学生的感恩之心，
也盼教师们能够运用好手中的戒尺，让惩戒有尺度、有温度！

项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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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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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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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炜

郑怡

一个国家要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护国之军、救人之医和
育人之师的同心同德同舟楫。新实施的法律法规是对教育者
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罗翔曾说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更要心中
有丘壑，眼里存山河，真正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搭桥铺路做好
引航教育。

刘轩轩

通过这次学习，让我知道了教育是循序渐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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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犯错误时教师一定不
要在自己情绪激动愤怒的情况下进行，教师一定要冷静下来，
教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处理事情才会理智，才能
够把握住分寸，不至于造成不良的后果。规则制定以后我相
信在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的共同努力下，学生会更好的去主



动学习，学生会在学校里健康茁壮的成长。

查萍萍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3月1日正式试行，在学校
安排下，认真学习其中的条例。虽然条例已试行，但“惩
戒”的权利和方法我们还要深究。作为新时代的老师，尤其在
“十不得”规定下，我们不能谈“罚”色变。教育过程中，
过分的赏识、表扬和鼓励，以及对孩子错误视而不见的做法，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溺爱，给予我们教师适当的惩戒权，对
孩子、学校、家长和社会都是有利的。当然惩戒不是教育目
的，它的存在并试行，是基于教育和转化违纪违规的学生，
树立健全的人格，然而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呢？所谓亲其师
才能信其道，我认为惩戒和关怀要并重。教师在实施教育惩
戒时必须要善用教育惩戒的能力，要能够理性对待惩戒的过
程，不能感性的，任性的使用权利，要把握好尺度。对于惩
戒的内容，虽然条例有所规定，但应该因“班”施教，因材
施教，对于惩戒内容，也要学校，家长，孩子达成共识，建
立清晰的班级“度”的标准。

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十

班级迟到现象可谓是一个最常见的班级问题，如何能够遏制
住这一现象，想必无数个班级想了无数个办法。而x班的班主
任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这样的规定：无正当理由迟到需要罚
站，且以迟到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罚站的时间。这一做法看似
能够有效防止学生迟到，但这没有针对问题，且弊大于利。
学生的心里成长对学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以
迟到一分钟罚站十分钟的规定里，一分钟可能换来十分钟的
心里摧残。作家三毛在上学时就受到老师严重的惩罚，导致
心里受到摧残从而患上心理疾病，从疾病走出来花了很长的
时间和精力。所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在教育的过程中要
特别注意的。那些在罚站的过程中受到的多少冷眼和嘲笑，
都是非常不利的。行动要以结果的成效为目的。在罚站的这



个惩罚中，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作用。虽然是罚站了，但学生
不会意识到迟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只会机械地认为迟到就
应该罚站，这样不仅不能从源头上解决迟到问题，更不利于
学生好习惯的养成以及正确观念的形成。周而复始，学生是
因为惧怕罚站而不迟到，但依旧是没有形成正确的时间观念，
这就失去教育初衷了。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古时有教书先生戒尺惩戒，
挥鞭教育。当学生有什么做的.超出规矩的行为时，适当的惩
罚是可行的。在中央颁属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教育
惩戒”一词，是为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以惩罚为特征的一种
教育方式。都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惩戒”的轻重标注是什
么？什么样的惩戒才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都需要教
育机构、学校、班级以及从事教育事业的每一个人多深入思
考的。

教育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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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