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珍惜宝贵生命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心得体会
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珍惜宝贵生命心得体会篇一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关系到祖国的未来的发展、前途和
命运的一件国家大事，长风中心学校根据是教体局关于《x市
人民政府督导委员会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的
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拒绝校园欺凌，
构建和谐校园”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实在受益
匪浅。下面我就活动开展谈几点体会。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也就是做人。作为
教师要有一颗博爱的心，去爱每一个学生。爱是教育的灵魂，
爱是塑造美好心灵的力量。老师应该怎样爱自己的学生呢?平
等的爱，理解的'爱，尊重的爱，信任的爱，民主的爱等等，
这些都是老师爱的真谛。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都
要给予学生必要的关心和帮助。还要抽时间和他们谈心、交
流，共同活动，缩短师生距离。只有注入了爱的教育才能引
起学生的共鸣，才能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未成年人处于生理和心理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对外部
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乐于接受新事物，思维开放活跃，主
体意识、平等意识较强。这就需要我们在开展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教育工作时，自始至终都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们，改变以教育者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使
未成年人处于教育过程的主体地位;一年级的小朋友在此次班
会中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老师教育学生们从自身做起，从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做一个“向上向善好少年”。三年



级的同学在班会中获益良多，纷纷走上讲台交流了自己的切
身感受，引起大家的共鸣。四年级的同学通过这次主题班会，
同学们牢固树立了“遵纪守法为荣，违法乱纪为耻”的思想，
学会了正确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学生明白了知法、懂法、
守法的重要性，法律知识在师生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

在开展“反校园欺凌，建平安校园”主题教育活动过程中，
我校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这两个课堂、两个阵地，既重视课
堂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既进行认知教育又开展实践教育。
各校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结合我国各地近年来真实存在
的“校园欺凌”的典型校园事件案例，为学生们敲响了安全
警钟。通过主题班会，同学们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校园欺
凌”，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同学们纷纷表示以后要友爱
同学，互帮互助，不欺负弱小，做一名文明的小学生。这
次“法制教育之反欺凌”主题班会贴近学生生活，受到五年
级同学们的欢迎，同学们意识到该如何保护自己、爱护他人，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对法制学习的兴趣，增强了法制意识。对
于高年级学生而言，不仅要了解反欺凌的方法，老师还引导
同学们真正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它会
使受害者们身心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变得自卑、胆怯、抑郁、
焦虑，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中心小学六年级的
同学意识到校园欺凌带来的恶果，个个争当表率，决心要用
实际行动保护学弟学妹!

珍惜宝贵生命心得体会篇二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和区教育局《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的通知》相关精神，我校积极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
作，现将自查情况作如下报告。

1、在学校政治学习时，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对校园欺凌事件
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



2、利用集会时间对全体学生进行以“反校园欺凌，建平安校
园”的主题教育活动。

3、全校班主任开展“校园欺凌”主题班会课，对学生进行专
题教育。

1、成立了校长为组长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2、进一步提高学校领导、班主任、心理教师和德育教师的安
全意识。

3、根据学校安全工作的具体形势，把涉及校园欺凌安全的各
项内容进行认真分解落实到部门责任人。

4、继续推进全员值周制度，加强教师对早晨到校、午餐、放
学、大课间活动的校园及门口的巡视，以增强学生的安全感。
值周教师的课间巡视，结合年级组学生会的自治管理，强化
了学生的课间安全休息。

与安全分块包片人员、后勤处、各室负责人员、班主任等签
订防范校园欺凌事件安全责任书，将安全工作列入教师期末
考核内容中，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1、学校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处置预案，成立了现场指挥组、协
调联络组、后勤保障组等临时性机构。并对可能发生的欺凌
事件的处理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流程及应对措施。

2、联合社区、派出所对校园周边进行综合治理，形成有力保
障。

3、组织家长进课堂，进校到班，动员家长力量参与班级管理，
化解学生之间矛盾，防止出现学生打架斗殴。

4、进一步完善安全保障的“人防、物防、技防”。人防方面



组织全校教师全员值周，保安力量有保障。加强对师生的相
关知识教育与宣传，技防有基础。

1、亮点：动员全体教职工实行全员值周，对我校学生进行全
方位的管理，包括学生上、放学，午间学生在社区及校园周
边时段，课间休息以及课堂时段等。动员年级组学生会参与
到学生课间休息的管理，进行楼道值守，对学生的追逐打闹
进行有效的监控。与社区、派出所联动，共建和谐、安全、
文明、合作示范园区。组织家长进课堂，进校到班，参与专
项治理工作。实行全员家访和重点家访，了解学生存在的问
题，及时化解矛盾。

2、困惑：学校位于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复杂，学校周边经
常聚集着一些社会不良青年、闲杂人员，有些还是辍学的未
成年人。他们经常威胁、骚扰学生，学校教师拿他们没有办
法，只能管住自己学生，有时派出所也只有教育了事，学校
为此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开学以来，我校没有发生一起校园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教学
秩序井然。

珍惜宝贵生命心得体会篇三

学生健康成长是事关每个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大事，xx教育集团
坚持“科学防范，正面引导”的教育防治理念，健全相关制
度、加大法制宣传、建立快速处置机制，有效的预防了校园
欺凌事件的发生，维护学校稳定，保障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
进行。

学校成立防治学生欺凌和校园暴力治理工作委员会，制定并
完善预防校园欺凌处理机制和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岗位职责，
强化责任分工。同时成立由校领导、安全干部、心理健康教
师、班主任等人员组成校园欺凌快速处置小组，对已发生的
校园欺凌事件进行科学、高效处置。



向全体师生发放《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手册》，提高广
大师生对欺凌和暴力危害的全面认识;针对相关教师开展处置
学生矛盾和有效沟通等方面策略培训，增强教师识别和制止
校园欺凌的技能;强化班级管理团队育人目标，签订安全目标
责任书，认真落实“一岗双责”。

开展普法活动，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完善“法制校长”机制
建设，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补充，
强化学生法治理念和遵纪守法意识，提升青少年法律素质。

通过国旗下讲话、安全教育课、演讲比赛、主题征文等形式，
结合情境化生本德育“3+n社会融合教育”活动，开展防欺凌
教育，引导学生建立融洽的同学关系，培养学生正确的竞争
意识、合作意识、规则意识和团队精神，增强学生自我管理
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不定期对学生开展专项调查和清查，严格禁止和查缴管制刀
具等各种危险物品。同时重视学校人防、物防、技防作用，
充分利用保安校园巡查，日常监控监督等手段，及时制止校
园欺凌倾向。及时修复损坏的设施，保持校园环境整洁，避免
“破窗效应”。

关注学生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拓宽家校信息互通渠道。通
过家长会、钉钉群等形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配合学校关心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加强与派出所等部门的沟通和联系，赢得有关部门的支持配
合，净化学校周边环境，防止社会青年、辍学少年欺凌在校
学生，确保学生安全。

预防校园欺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学校必须继续严肃校风校
纪，规范学生行为，确保校园平安、和谐，让学生们健康、
快乐地成长。



珍惜宝贵生命心得体会篇四

为了加强校园欺凌事件的预防和处理，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和法纪观念，创建平安和谐校园，6月13日上午第一节班会课，
小学组织全校各班开展了“远离欺凌，共建和谐”为主题的
班会活动。

各班主任们还进一步强调了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性。希望同
学们都友善相处，坚决反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班会课上，
同学们纷纷表示遇事一定要冷静、理智、克制、忍耐、三思
而后行，不鲁莽冲动，不意气用事，凡事要考虑后果，要用
法律知识来武装自己而不是武力，要不断陶冶情操，修身养
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
懂得依法办事。同学之间一旦发生矛盾、纠纷、摩擦，要通
过正常程序和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通过开展本次主题班会活动，同学们充分认识到了校园欺凌
和校园暴力的危害性，增强了学生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
使广大青少年远离校园欺凌，为建设平安、和谐校园提供了
有利保障。

珍惜宝贵生命心得体会篇五

为了规范学生行为，严肃校规校纪，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第二实验小学近期集中开展“校园欺凌”事件专项治理，从
而促进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现总
结如下。

学校成立以分管校长为组长，政教处、级部主任、班主任为
组员的校园欺凌工作小组。分管校长抓好对校园欺凌问题的
安排和部署，政教处组织开展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具体落实，
确保问题得到早发现、早教育、早禁止，最终实现“校园欺
凌”零数字化。



学校认真制定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制定完善
“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措施，建立校园欺凌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明确相关岗位教职工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的
职责。对各处室、各级部、班主任、任课老师都提出相关监
督职责，全员总动员，人人参与到预防“校园欺凌”行为工
作中来。

全校三十个班级定期开展以“校园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题
教育，对学生开展品德、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邀请公安、
司法等相关部门到校开展法制教育。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
对“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等，
做到防范在前。通过组织学生观看影片、办手抄报等形式开
展教育。加强对班级文化和班级活动的精心组织，让学生在
活动中学会团结包容，健康快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