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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优质10

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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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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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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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四

在教育学生时，作为教师应该本着育人的原则进行合理教育
惩戒，不得违反相关规定。中小学生的身心尚处在发展阶段，
他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教师不得采用非合理方式
对待学生，而是要在教育学生改正错误的同时促进其养成正
确的`价值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
育方式方法，提高自己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与能力。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五

二年级“认识角画角”的课上，在学习如何画角时，我温和



的问道：“画角可以用工具？”学生异口同声答道：“尺
子”。“非常好，请拿出昨天就让你们准备好的尺子……”
我轻松地说道。没等我往下说，小k大声喊道：“老师，我同
桌没带”。

“没带的全给我起立”，此时的我火冒三丈，一声吼叫让原
本吵闹的教室立刻安静了下来，同时也让没带尺子的孩子一
个个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看着一个个低头不语自知犯错的孩子，我的脑袋瓜里闪过无
数的惩罚措施，可是这样的惩戒能解决此时的问题吗？与其
解决不了问题，就让他们“自食其果”好了。转念一想的我
放下各种惩戒方法，故作刁难地问站着的这些孩子：“没子
罚你们自己想办法，想一想，没有直尺你还能画出来吗？”

难得发言的小j轻声细语地说：“老师，我觉得也可以用铅笔
画。”

我不禁向她竖起了大拇指，紧接着追问学生为什么可以用这些
“替代品”画线段。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回答带领着全班同学
重温了角的特征。而小k同学在回答完原因后继续补充
道：“我觉得还是我同桌的`方法好，因为她说的铅笔我们每
天都带，人人都有，这个方法很实用。”

话音刚落，班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既是送给会欣赏
同学的小k，也是送给提出金点子的小j。而我也成为了鼓掌、
点赞的一位观众。

如今，班里偶尔还是会出现丢三落四没有尺子的孩子拿起铅
笔连线、拿着校讯通卡画线段的，但在我看来这已然成为班
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为孩子们不仅学会了独立解决问题，
更是学会了找正确、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有人问起班里的孩子有没有插嘴习惯，大部分的老师肯



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有啊，现在的孩子知道的多，胆子又
大，都是想说就说。”对付这些熊孩子，我想许多老师们也
会和我一样，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他们和颜悦色的说要有礼貌，
遵守纪律，要发言先举手，如为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
为孩子们不仅学会了独立解决问题，更是学会了找正确、有
效的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有人问起班里的孩子有没有插嘴习惯，大部分的老师肯
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有啊，现在的孩子知道的多，胆子又
大，都是想说就说。”对付这些熊孩子，我想许多老师们也
会和我一样，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他们和颜悦色的说要有礼貌，
遵守纪律，要发言先举手，如果接着有第二次、第三次，我
们会很苦恼。

班里的小z就是上述典型的主人公，聪明加大嗓门，最喜欢在
我刚开始津津有味讲重点的时候大吼一声“老师，这个我知
道”，如果有哪节课听不到他的声音，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
他今天没来上学。经过说教无用的经验总结后，我觉得是我
个人的力量太小，所以必须动用集体的力量。

有一次上课当他再次插嘴时，我微笑着对大家说道：“孩子
们，你们和老师一样认为上课不应该插嘴是不是？”

“是！”

得到统一确定的回答后我继续说道：“那做的不对是不是应
该惩罚？”

“是！”依旧是整齐的回答。

“好，既然小z那么爱发言，老是要抢我说的话，那我就罚他
当小老师上台给我们讲。”班里的孩子都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其实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小z笑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我
故意让小z出丑）。而同作为看客的我却十分清楚这个任务



小z是完全能胜任的。

只见小z唯唯诺诺的上台，对他充满信心的我立刻蹲下身子对
着他耳边轻轻说：“你行的，老师相信你，让他们看黑
板。”随着小z理直气壮的一句“坐端正，看黑板”后，毫不
逊色于老师的讲解便开始了。胸有成竹、条理清晰的小z让台
下的孩子多了一丝刮目相看的同时，更多了一份欣赏和羡慕。

日子久了，小z上台当小老师的机会越来越多。偶尔也会因为
随意插嘴上台后无话可讲或无法清楚讲解题目不好意思的走
下讲台，但同学们和我都会一起包容他、原谅他，并不忘提
醒他对问题一定要静静思考后才发言。

后来，数学课上的小z越来越认真、自信，随意的插嘴也越来
越少。在他甚至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同样一个约定：当小老
师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在这之前需要冷静思考，做好充分
准备。

如今班里的学生已经习惯了小老师这个角色，更是乐于挑战
小老师的角色，小老师的队伍也从小z一人变得越来越庞大，
台上的小老师不仅学会了面向着全班同学大大方方的讲解，
也用上“听懂了吗”“谁还有疑问”“请你来复述”等等老
师的用词，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为看客。

师德是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深厚的知识内涵和文化品位的体
现!师德需要培养，需要教育，更需要的是每一位教师的自我
修养!让我们以良好的师德，共同撑起教育的蓝天!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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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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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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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篇九

在教育学生时，作为教师应该本着育人的原则进行合理教育
惩戒，不得违反相关规定。中小学生的'身心尚处在发展阶段，
他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教师不得采用非合理方式
对待学生，而是要在教育学生改正错误的同时促进其养成正
确的价值观。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
育方式方法，提高自己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与能力。



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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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