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队法律法规心得体会(优质6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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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法律法规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在教管课程班学习《教育法规》这门课程得到很多启示，
几天的学习中，首都师范大学程振勇教授在学校伤害事故方
面进行了精辟的讲解，感觉收获颇丰。以下是本人这方面的
学习心得。

一、学校是否属于学生的监护人之争

分清责任主体是承担损害赔偿的前提，妥善解决学生伤害引
发的经济纠纷，是校方与家长之间化解矛盾、消除分歧、保
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稳定社会的关键。当前我国校园伤害
事故之所以难处理、处理难，就在于人们对校园伤害事故责
任主体的认定上，存在着观点分歧，导致在法律规定上，无
法可依，在实际问题的处理中，也无据可寻。

是不是只要学生在上学(上课)期间发生伤害事故，学校都要
承担责任?如果不尽然，学校又是在什么情形下应对在校学习
期间受到伤害的学生承担责任?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学校与
家长之间的看法常常相悖。家长认为，学生只要到校学习，
家长就将其监护责任转移给了学校，学校不仅应当对学生的
学习负责，而且应当承担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而校方则认为，
学校不是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人，不负有对学生的监护职责，
学校是否承担学生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是基于教育法对学
校管理职责的规定，对学生承担有限的管理责任。那么学校
与学生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我国现行法律



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职责与学生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虽有
相近内容，但这两种职责的性质和法律渊源却有不同。前者
是学校作为承担公共教育职能的社会机构，基于《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而形成的一种公法范畴的
职责与义务;后者是基于民事法律所确定的监护权，而在监护
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形成的司法范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两种
权利由于来源与性质上的差别，不能混淆。尤其监护权是建
立在亲权基础上的，不能脱离法律的有关规定和亲权的范畴
而谈监护权的转移。视学校为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认识，不
仅使学校承担难以担负的责任，而且也难以解释何以学校只
有监护责任而没有相应的权利，何以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要符
合法律规范，而不能像父母管理被监护人一样管理学生。

就目前的民事法律规范而言，没有明确学校是未成年学生的
监护人或应当承担监护责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关系，总体上来讲是基于教育与受教育而形成的教育关系，
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殊规律，应当适用教育法
调整。因此，学校并非学生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尽管学校
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同时，负有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
理和保护的职责。

二、学校管理职责范围与学校事故责任承担

根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判断学校及教师对事故的发生及其
后果有无过错、过错大小，来确定责任主体，依此进行损害
赔偿，应是分析、解决此类纠纷遵循的一般原则。

1.意外事件。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事件是无法预见和不可避免
的，学校及教师对事件无任何过错，不负任何责任。但如果
事故发生之后，教师没有在学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措施
救险，延误了治疗，造成伤害者伤情加重，就应负责，这是
一种事后责任承担。



2.学生在上课期间因互相打闹而受伤害。上课期间，教师负
有监督管理职责。对在此期间发生的学校事故，教师承担责
任大小，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不同年
龄段学生在管理职责上的不同要求并不意味着人为地降低教
师应尽的管理职责。

3.学生受伤不是学校所为，但与学校场所设施管理不完善或
教育教学仪器、设备保管、存放有关，学校要承担部分民事
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学校场所设施造成的学生伤害承担责
任，与学校建筑设计、施工中暴露的质量问题关联，但更多
地与教职工是否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及时向学校报告有关。

4.学生课余时间受伤。课休时间是事故多发段。教师的职责，
是要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和躲避危险的能力，这是其一;其二，
一旦发生事故，要及时采取措施做好善后处理。中小学教师
的职责并不是如幼儿园阿姨那样履行保育员角色，也不是超
市中的保安，不可能全天候地监视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关
键看学校在课间是否负有监管责任及到位情况。

5.学生自杀、自残。学生的自杀与教师有无关系，取决于：
一是学生自杀与教师的行为有无一定因果关系;二是教师的行
为是否违法。如教师毫无根据地怀疑学生有偷窃行为，停其
课，强迫其交待甚至拳脚相加，学生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教师自然要承担法律责任;学生考试作弊，被监考教师当场抓
往，学生因羞愧而自杀，尽管教师的行为与学生自杀有关系，
但行为是合法的，不应承担责任。

6.教师上课期间离开教室。教师在上课时随便离开课堂，期
间学生打闹造成伤害，学校责任所负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学
生的年龄对该行为后果的判断能力。美国大多数法院在审理
此类事故时，并不是将教师在不在场作为唯一的侵权责任要
件，还要考虑教师离开的时间长短、离开的原因、学生身心
发育情况、上课内容及活动性质等。



7.学生上下学发生伤害事故。学生每日上下学，是维持学校
教育教学活动的起点和终点，这时学生的双亲对其子女的保
护监督基于亲权关系，而学校教师也必须加以指导并采取必
要保护措施。但每一位学生在上学时从家中出发到学校放学
时由学校出发回到家中，期间的安全，除有特殊情况外，应
由学生个人及亲权等保护者负担责任。如果学生集体上下学
是学校规定，则可解释为学校已介入学生上下学的生活领域。
这时，学校在法律上对于集体上下学就有安全维护的义务。

8.公休时间(包括寒、暑期)学生伤害事故。原则上说，学校
对学生安全保护责任的职责范围限于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时间，
但这并不等于说学校对于公休时间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就不
负任何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生在这些时间内发生的伤害
事故的原因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无联系。如日本学校教育
法规定，学生在寒暑期做作业时发生了伤害事故，教师是否
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教师在布置学生作业时有没有充分考虑
到这些作业内容对学生人身伤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

中小学生在校期间受到损害或致他人损害，学校是否应该承
担责任，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我认为，应视具体情况综合分析，
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校方面是否应当为去或留校活动的所
有学生承担责任，而在于学校事先是否承担了对这种活动管
理监督的责任。

三、我国目前现行的关于学生伤害事故的立法状况

在处理校园伤害事故案件时，我国法院一般依据现行民法通
则的有关规定处理。而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过于原则，一旦
发生校园伤害事故，同一类案件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两种完
全不同的判决。实践表明，仅仅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
理学校发生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已经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
要。依据民法精神，充分考虑学校教育教学实际，参照国外
校园伤害事故依法处理的已有经验和做法，针对校园伤害事
故这一特殊人身侵权行为，制定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的专项法



律，依法处理，就成为解决校园伤害事故的必由之路。

可喜的是《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方法》(简称《方法》)已经实
施。这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的专项法规。
《方法》中明确了学校对学生承担的责任性质是教育、管理、
保护责任，确立认定学校承担责任的划分原则是过错责任，
细化了学校管理责任的范围，规定了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的方
式，界定了学生伤害事故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标准，提出了解
决校园伤害事故损害赔偿的资金来源。《方法》实施以来，
法院及其他处理机关严格按照《方法》的规定，依法处理了
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既保护了未成年学生的权利，又维
护了学校的合法权益。实践表明，制定校园伤害事故的专项
法律，依法处理校园伤害事故，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
的。

总之，通过学习程老师讲授的《教育法规》这门课程，我学
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尤其是老师的案例分析，特
别精辟到位，为处理教育教学实际问题提供了借鉴。

部队法律法规心得体会篇二

《条例法规教育心得体会》这个话题，是指对于法规法律的
学习和理解后，个人的感悟和收获。在生活中，条例法规不
仅是约束人类行为的法律，更是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石。
因此，学习法规不仅是一项必修课程，更是一项道德素养的
体现。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学习法规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
会到了法规的重要性，它时刻提醒我们自我约束，有了法规
的制约，社会秩序才能更加稳定，人类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第二段：认真学习条例法规的必要性

在学习条例法规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法律内容的表述，
更要去探讨背后的深意，深入理解法规的制定目的及其体现
出来的价值。正是因为感受到了条例法规背后的深厚内容和



价值，我们更能够意识到条例法规教育的必要性。它有助于
我们更快更全面地了解法律知识，让我们逐渐形成对法规的
尊重和遵守。

第三段：法规制约的广泛影响

法规的制约，不仅仅是约束个人的行为，更是对整个社会的
约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法规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它的
制约范围覆盖面广，包括经济生活、文艺休闲、社会安全等
各个方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
烈，对于法规的遵守也越来越严格。人民对法规的尊重和遵
守，既是对法制的尊重，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第四段：法规对于和谐社会的作用

法规的存在不是为了对罪犯进行惩罚，而是为了防范罪犯和
犯罪行为。它承载了社会正义和人民意志。随着和谐社会的
建设，法律的意义和价值变得尤为重要。法律作为维护社会
正义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权
利。一旦选民通过选票表达了意见，民意就成了法律。

第五段：总结

通过学习条例法规，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法规对于社
会的重要性，体会到法规的制约作用和广泛影响，以及法规
对于和谐社会的作用等方面。只有通过对法规的学习和不断
提高，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遵纪守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
公民，让国家和社会更加稳定和和谐。在此，希望所有的学
子们能够认真学习和遵照法规，做一名合格公民。

部队法律法规心得体会篇三

近年来，党员法规教育日益受到重视，通过认真学习党员法
规，使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履行好党员的职



责和使命。在党员法规教育过程中，我深感收获良多，形成
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增强法律意识，恪尽职责使命

通过党员法规教育，我意识到作为党员，应当牢牢铭记党的
宗旨，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我们要尊崇宪法，遵守党纪国
法，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员，我们应当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以党的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为行动的准
则，自觉遵纪守法，坚决与违法乱纪行为划清界限。

第二段：树立良好形象，勇于承担责任

党员法规教育教会我，做一个合格的党员不仅要有优秀的思
想和高尚的品德，还要能够在工作、生活中树立起良好的形
象。党员的形象要体现出责任心、公正和正直，既要摒弃个
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也要摒弃表里不一的行为。作为
党员，我们应当时刻引导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刻以党的形象
代表和党员代表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刻以严肃的纪律要求
和优良的作风标准来要求自己。

第三段：严格要求自己，提升综合素养

党员法规教育要求我们从三个方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即提
高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觉悟和提高工作能力。作为一个党员，
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强化自己的政治觉悟，提高自
己的工作能力。在日常工作中，我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不断
学习新知识，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
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第四段：以身作则，带动他人

党员法规教育教会我，党员应当以身作则，成为社会的楷模，
成为同事们的榜样。在班子成员和同事之前，我时刻保持标



杆意识和模范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面尽到党员的职
责和使命。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榜样力量，影响和帮
助身边的同事争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总结段：深化教育，不断提升自我

通过党员法规教育，我深刻认识到党员作为党的中坚力量，
应当不断提升自己，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更优秀的表
现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今后，我将继续深入学习党
员法规，始终坚持以党的要求和法律法规为准绳，时刻以党
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成为一名让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党员。

通过党员法规教育，我明确自己作为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树
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提升了自己的党性修养和综
合素质。相信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将更加自觉、自律地
履行党员身份，不断进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部队法律法规心得体会篇四

xxxx年5月23日在临高县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法律法规讲座，讲
座分为两个部分，上午主要就教师权利展开话题，下午则是
对教师义务做主要介绍，通过此次法律法规师德师风学习，
我受益匪浅，深有体会：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燃烧着的蜡烛“等称号，是社会对
教师职业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教师
要像商口行业一样，将“为顾客服务”溶进“为学生服务”
之中去，并且要具备这种心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学生指
东点西，把他们当作指挥的工具来使唤。教师在教学中的服
务心态，不应只少数优等生服务，而应该平等对待那些后进
生，因为他们同样也是“财富”的源泉。教师甚至要给予他
们最优惠的服务，设法调动全心全意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善
于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且有特色
的“产品”。此外，教师的课外辅导，上门家访，以及与学



生的抵足谈心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服务心态的具体表现。
只有当我们的教师具备了这种心态，才会在日益激烈的行业
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使“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更焕发
光彩。

教师必须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他们在品德、智力、
体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朱小曼曾说：“离开感情层面，不
能铸造人的精神世界。”是教育，首先应该是温暖的，是充
满情感和爱的事业，教师应多与学生进行情感方面的交流，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爱需要教师对学生倾注相当的热情，对
其各方面给予关注，爱将教学中存在的师生的“我”
与“你”的关系，变成了“我们”的关系。爱使教师与学生
相互依存中取得心灵达到沟通，分担挫折的烦恼。和谐的师
生关系，是促进学生学习的强劲动力。爱生是衡量一个教师
师德水平的一把基本尺子。爱是一门艺术，能爱是一个层面，
善爱则是另一个层面。作为教师，因此，教师要做到能爱、
善爱。要爱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每一微小“闪光点”，要爱他
们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要爱他们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
要爱他们成长过程中孕育出来才一串串教育劳动成
果。“爱”要以爱动其心，以严导其行；“爱”要以理解、
尊重、信任为基础；“爱”要一视同仁，持之以恒；“爱”
要面向全体学生。“金凤凰”固然可爱，而“丑小鸭”更需
要阳光，多给他们一份爱心，一声赞美，一个微笑，少一些
说教。要多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查找“后进”的原因，真
正做到对症下药，在学习上和生活细节上关心他们。在我教
学低段的这几年，经常会遇到他们急着上卫生间而没带面巾
纸，或者是在冬天挂着鼻涕而不知道去擦，我总是递上纸巾，
急他们所急，天气转热后，我包里总是放着一瓶清凉油，以
方便学生被蚊子咬后及时擦上。这些虽然都是举手之劳，但
他们，特别是后进生，因此会对老师心有感激，做作业也不
拖拖拉拉了。作为后进生，教师更有必要帮助他们走出自卑
怯懦的困境，恢复他们的自信。

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人民的



教育事业能呕心沥血对工作一丝不苟，即使碰到这样和那样
的困难也会想办法克服。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
以学生满意不满意，学生快乐不快乐，启发没启发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作为教育教学工作台的出
发点和归宿点，以积极因素的心态饱满的热情搞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

教师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
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真正为人师表。”教师凡是要求学
生做到地；自己要率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坚决
不能做；要求学生不迟到，预备铃一响，教师就提前到教室
门口等待等等，看似区区小事，实则细微之处见精神做表率。
为人师表对学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它爆发的内驱力不可估
量。因此，为人师表是当好人民教师最基本的要求。

身正为师，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思考教育者和师
德示范者。教师不仅要有这种做人的威望，人格的力量，令
学生所敬佩。还要以最佳的思想境界，精神状况和行为表现，
积极地影响教育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教师只能以他的整
个人、以他的全部自发性，才是以对学生的整个起真实的影
响，教师应把言传和身教完美结合起来，以身作则，行为师
范，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仪表端庄、
举止文雅，以自己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

学高为师，要培养高水平的学生，要求教师学识渊博、学业
精深、个性鲜明的教育教学风格，把握教育问题的高超学术、
和谐、感人的师生关系，无不闪现着现代教育思想的智慧之
光。技高为师，一、是要以科学的施教知识，深入学习教育
学、心理学、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把教育理论最新研究
成果，引入教学过程，使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高度完
整地统一起来。二、能够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恰当有效地选
择教学方法和方式，直观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使教学知识
传授与创新思想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三、是要有创新精神，积极开展教育和科学研究。探索新的



科学教育模式，在耕耘中拓展视野，在执教教学中提炼师艺、
升华师技。所以，作为教师的我，更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思
想观念，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素质水平，争取为社会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部队法律法规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言（150字左右）

法规是社会管理的基石，它确保了国家的正常运行和人民的
权益。而对法规的学习与教育更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参与的重
要议题。通过与法规相关的学习和教育，我们能够更好地了
解法治的意义和价值，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我个人在
法规学习教育中的体会与感悟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法律的力量
和作用。

第二段：加强法律意识（250字左右）

在法规学习教育中，我明白了法律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如
何加强自己的法律意识。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守法是每
个公民的责任。通过学习法规，我了解到法律对于公民的权
益保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
开始主动遵守法律，不再抄近路、停车乱停等违法行为，同
时也积极宣传法律知识，提高身边人的法律意识，让他们认
识到法律对自身权益的重要保护作用。

第三段：提高法治素养（250字左右）

法观念是法治的核心，提高法治素养是法规学习教育的核心
目标之一。在法规学习教育中，我加深了对法治概念的认识，
并且提高自己的法治素养。法治素养是一种合法合规的品质，
它跟我们国家的繁荣稳定息息相关。通过学习法律法规，我
更加了解了法治建设的社会意义，明白了法治对于公平正义
的维护，对于公民权益的保护所起到的作用。在今后的生活



中，我将进一步提高自身法治素养，不敢违法乱纪，始终保
持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且将这种意识教育传承给下一代，共
同推进法治文化的建设。

第四段：积极参与社会建设（250字左右）

法规学习教育使我认识到，每个公民都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参
与社会建设。法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法律的知识，更是培养
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我了解到自己
的权利和义务，并且知道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因此，我将通
过参与志愿者活动、关心社区事务等方式，积极参与到社会
建设中，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段：结语（200字左右）

通过这段时间的法规学习教育，我深刻体会到法规对社会的
重要性，并逐渐意识到作为公民应该如何履行法律的规定，
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合法合规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只有每
个人都遵守法律，才能够创造一个和谐、公正、文明的社会
环境。我相信，随着法规学习教育的持续深入，更多的人将
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共同创造一
个更美好的社会。

部队法律法规心得体会篇六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治
理秩序的重要手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学校教育
中，条例法规教育也同样重要。条例法规教育，可以帮助我
们规范自己的行为，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我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在条例法规教育中，我得到了很多启示和体
会。

第二段：认识到法律的普遍适用性



在条例法规教育中，我认识到了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法律的
权威性和普适性，使得我们所有人应该遵守法律。无论是身
处何地，都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们在生活中，要时刻牢记这一点，做到守法知法、讲法守
法，遵守法律，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共同维护法律权威
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段：深刻认识到遵守规矩的重要性

在条例法规教育中，我得到了遵守规矩的重要性。规矩是人
们行为的界限和准则，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态度。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秉持这种态度，时刻遵守规矩。只有这
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群众才会更有安全感，我们
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第四段：增强了对法制教育的意识

在条例法规教育中，我深深意识到了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法
制教育是指通过进行法律知识普及和法律意识提高的教育活
动，让人们全面了解法律的作用、地位、内容和法律规范的
具体要求，从而确保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这对我们每个
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也会继续深入
了解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

第五段：对未来的展望

在条例法规教育中，我有了对未来的展望。未来，我将继续
不断加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牢记法律规范，遵守
法律意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为维护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在不断提升自身法律
素养的过程中，我一定会更加自信、勇敢、公正地面对人生
的挑战，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贡献我的力量。

结语：本篇文章主要从法律的普遍适用性、遵守规矩的重要



性、法制教育的意识和未来的展望这四个方面，分别展示了
自己对条例法规教育的认识和体会。我相信，在今后的生活
中，我会更加注重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养，做一个守法
公民，为建设美好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