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教师 学习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教师心得(汇总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优
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
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教师篇一

教育部在前期广泛调研、公开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颁布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育部令第49号，以下简称
《规则》)。《规则》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做
出规定，系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
规则、程序、措施、要求等，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
更好地推动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规则》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规定教育惩戒是
“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
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
正错误的教育行为”，明确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育的
一种方式，强调了教育惩戒的育人属性，是学校、教师行使
教育权、管理权、评价权的具体方式。《规则》强调，实施
教育惩戒应当遵循教育性、合法性、适当性的原则，“符合
教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遵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选
择适当措施，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

《规则》指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
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
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同时，根据程度轻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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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
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
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
导等;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
惩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
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
者限制参加游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等;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
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
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
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规则》强调，教育惩戒与体罚和变相体罚是不同性质的行
为，明确禁止了七类不当教育行为，划定教师行为红线，规
定了对越界教师的处罚方式，方便各方监督。同时，《规则》
也强调学校应当支持、监督教师正当履行职务，维护教师合
法权益，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
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规则》还明确了教育惩戒的相关
救济程序，并鼓励充分发挥家长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形成
育人合力。

《规则》将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下一步，教育部将积极
指导推动各地、各校贯彻落实《规定》，依据《规则》健全
教育惩戒的实施、监管和救济机制，让学校、教师会用、敢
用、慎用教育惩戒，让家长、社会理解、支持、配合学校、
教师教育和管理，共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教师篇二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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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心得共三篇 [二]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教师篇三

近期国家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
下简称《规则》)，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理念，以及国家
对教育惩戒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祖国下一代的精心呵护，也
是国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实施教
育改革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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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教师篇四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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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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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师心得共三篇 [三]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心得体会教师篇五

教育惩戒实施方案，它就像一把戒尺、一根标杆树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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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需要统一思想。惩戒是教育的基本手段，要理直气壮
地谈教育中的惩戒问题，要对我们过去全面否定惩戒的错误
做法拨乱反正。

第二，教师惩戒权的落实需要保证足够的可行性与包容性，
尤其是在惩戒权与违规体罚的界限认定上，应给足够的包容。



第三，地方教育部门与学校需要理直气壮地支持老师的惩戒
权，给予必要保护，而不是一味处罚教师。

第四，需要家长与舆论的理解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