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惩戒教育的心得体会(实用7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惩戒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一

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这可以说是教
师们最希望看到的一部法规。长期以来，教师们最头疼的就
是在实施教育惩戒的时候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一旦和孩子
的家长产生理解上的矛盾，那么就很可能让教师处于弱势的
地位。

这部《规则》详细的规定了能够实施惩戒的具体情况，同时
又对教师严厉禁止的行为，做出了非常细化的规定。《规则》
既充分保证了教师的权利，也充分保证了学生不受到体罚以
及变相体罚。

个人觉得在这里面对于罚站的时间的规定，体现了一种人性
化和严谨性。既可以对孩子起到惩罚的作用，又可以防止因
为过度罚站，引发孩子健康上面的风险。有了具体的时间规
定以后，如果教师按照时间规定对孩子进行惩罚，孩子出现
了晕倒或者是健康上面的状况。在责任划分上面也可以做到
有法可依，最大限度地避免校闹。

可以让教师，真正做到，慎用惩戒，敢用惩戒，擅用惩戒。

1、严禁击打、扎针。这意味着戒尺，教鞭等，自古以来流传
下来的惩戒教具，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严禁过度罚站、机
械抄写。这保护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同时又呼应了教育部之



前关于禁止机械性重复作业的相关规定。3、严禁辱骂。教书
育人，如果对学生采取人格上的辱骂，那么这样的教师妄为
人师。这是对教师个人道德上面的规范。4、严禁连坐。因少
数人而惩罚全班这种心理上的压制性惩罚，损害公平性，也
伤害同学团结，被禁止。5、严禁因为成绩惩戒学生。进一步
贯彻鼓励教育为主的教育方法，呼应减负政策。6、选择性惩
戒。维护了教育公平。7、指派他人惩戒。避免教师借刀杀人
式的惩戒行为，避免实施惩戒的学生心理畸形发展。8、其他
一切损害孩子身心的方式。为整个法规留了一个可控空间。

本人为这部《规则》的颁布送上一个赞，它详细规定了教师
的行为，也保护了孩子的利益，既贯彻了减负的政策，也维
护了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发展。条文中的一些细节，体现了规
则设计者的智慧。也为现在比较紧张的家校关系，起到了调
停的作用。相关部门也可以根据这部规则，在矛盾发生的时
候，做出更科学的判断，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惩戒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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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某班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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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戒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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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戒教育的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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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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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戒教育的心得体会篇五

（3）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具有健康的体魄。

培养方式：培养工作要遵循如下原则

（2）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并重的方式；

（3）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充分发挥导师和科研群体
集体指导研究生的作用。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分为北京化
工大学学生奖励规定，北京化工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研
究生奖惩及管理相关规定。而对于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无
论是奖励还是处罚都让人感觉心服口服，乐于遵守，爱与执
行。我希望经过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能将我的综合素质得以
提高。第一，要有意识的提高自身的口头表达能力，抽出时
间学习汉语，因为在本科做毕业设计时就已发现自己的中文
水平下降太多，为此必须调控时间学习母语。第二，学习好
与人交往，包括与导师、师兄、师姐、班级同学、宿舍舍友



等的交往，做到心胸开阔，遇到挫折时能够及时调节好低落
情绪，同时多与周围人沟通，希望自己的言行能缓解这一肩
负重任人群的心理压力，其次与周围人一起作好身体锻炼，
最终使大家达到心身健康的目的。第三，学习好三大工具：
英语、计算机、数学，使其更好的为专业服务。第四，打造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即学习好自己的专业，除了学好自己所选
课程外，多涉猎与高分子材料有关的书籍，同时还要多读一
些与本专业相关的其它学科书籍，原因很简单在当今知识爆
炸的时代单一领域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作好以上几点我
想我的综合素质定会有一个大的提高，将其与早进课题，早
进实验室结合起来，我一定能把我的研究生研究工作做好。

惩戒教育的心得体会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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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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