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学事故检讨书 教学事故追责办法
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教学事故检讨书篇一

教学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更是关乎学生的安全和健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教
学事故时有发生。为了保障学生和教师的权益，维护教育教
学秩序，我校制定了一系列的教学事故追责办法。在长期的
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下面我将就此发表一下我的见解和体会。

首先，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出台为教育教学提供了一套科学
的法律规范。在过去，教学事故处理多是依靠教师个人办事，
容易造成主观片面的判决，导致疏忽大意或者不作为的情况
时有发生。而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出台，明确了教师和学校
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责任人的责任和处罚措施，确保了教
学事故的处置公正、公正。教学事务追责办法的出台为教育
教学提供了一种科学、公正、客观的方法，奠定了教育教学
的基础。

其次，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出台也提醒教师和学校加强安全
管理，改进工作方式。在教学中，我们时常忽视了学生的安
全，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作。然而，安全事故的发生常常使我
们深感痛心，有时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教学事故追责
办法的出台，提醒了我们要时刻关注学生安全，加强管理工
作，确保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在平时的教学生活中要遵守
规章制度，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做到及时回应和处理突发事



件，确保学校的安全和稳定。

再次，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出台对于促进教师的职业道德提
升起到了积极作用。教师是社会的栋梁，他们的言行举止和
职业道德对于学生以及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个别教
师在教学中饶舌散漫，不负责任，甚至违反教育法律法规，
给学生带来了伤害。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出台，强调了教师
的职业道德，建立了责任追究机制，提升了教师的职业道德
水平。教师在工作中要自觉遵守纪律规定，履行岗位义务，
加强自身素质的提升，以身作则，做一个正直、负责任的教
师。

最后，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出台也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应对
教学事故。前不久，我们学校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结果导
致多名学生受伤。追责办法的出台，使我们明白了教学事故
的危害性和追责机制，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应对和处理教学
事故。我们要做到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争取尽量减少事故
发生的次数和事故的损失。同时，我们应该学会承担责任，
勇于追究责任，不抱侥幸心理，更不隐瞒和掩盖问题，确保
教学事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出台为教育教学提供了科学
的法律规范，提醒了教师和学校加强安全管理，促进了教师
的职业道德提升，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应对教学事故。我们
应该充分理解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学
习和宣传，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努力减少教学事故的发生。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安全和教学的顺利进行。

教学事故检讨书篇二

教学事故是指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与教学目标不符的意
外事故。由于事故的发生往往会带来严重后果，为了保障教
育教学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进行，教学事故追责办法应运而生。
这篇文章将从事故的严重性、追责的重要性、追责办法的实



施、追责办法带来的好处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等方面来探
讨“教学事故追责办法心得体会”。

第一段落：事故的严重性

教学事故的发生往往导致学生或教师的伤亡甚至生命危险。
事故可能是因为教学设施设备的不安全、教师的操作失误、
学生的注意力分散等原因。无论是对受伤的学生还是受到指
责的教师，事故都将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物质压力。因此，追
责办法的实施对于维护教学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进行至关重要。

第二段落：追责的重要性

教学事故的追责办法是在事故发生后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和惩处的一种制度。首先，追责能够让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和道德责任，为受伤学生或误操作者提供法律保护和赔偿。
其次，追责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使得教师和学生都意识到教
学活动中安全操作和专注学习的重要性，减少事故的发生。
最后，追责能够帮助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教学活动中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第三段落：追责办法的实施

追责办法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由学校制定具体的规章
制度，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执行。首先，学校需要建立健
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包括教师岗前培训、教学设施设备的定
期检查和维护保养等。其次，学校应当明确规定教师和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如操作注意事项、紧急情况处
理等。此外，学校应当建立举报机制和事故报告制度，及时
收集和记录事故发生的情况，并对责任人进行追责处理。

第四段落：追责办法带来的好处

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实施能够带来多方面的好处。首先，追



责办法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为
教师和学生都会对教学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更加重视。其次，
追责办法可以推动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关注教学活动中的安
全问题，加强教学设施设备的维护和改善，提高教学条件。
最后，追责办法可以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倡导
安全的教学文化，营造安全有序的教学环境。

第五段落：需要改进的地方

尽管教学事故追责办法有诸多好处，但也需要对其进行适度
的改进。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事故调查机制，明确事故发
生的原因和责任人，确保追责的公平性。其次，需要针对不
同类型的事故制定相应的追责标准和处罚措施，使追责办法
更加科学、合理。最后，需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教育，
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事故的发生。

总结：

教学事故追责办法的实施对于保障教学活动的安全和有效进
行至关重要。通过对事故的严重性、追责的重要性、追责办
法的实施、追责办法带来的好处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的探讨，
可以发现追责办法对于教学管理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追责
办法的改进仍然有待完善，只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追责办法，
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和教师的安全，提高教学质量，推动
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教学事故检讨书篇三

20____年3月1日，____集团____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____能源公司)____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造成32人
死亡、7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853万元。经调查认定，这是
一起责任事故。

一、矿井基本情况



(一)矿井概况

____煤矿隶属____能源公司，地处____自治区____市海勃湾
区，属于基建矿井，设计生产能力150万吨/年，主要开采煤
层为9号、16号煤层。该矿采用斜井—立井混合开拓方式，矿
井设计采用综合机械化开采。

事故发生在16号煤层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顶板为砂泥岩、
泥岩，底板为泥岩、炭质泥岩，底板下距奥灰岩的距离为34
米。事故发生前矿井正在进行二期、三期工程建设。

(二)矿井建设组织管理情况

1.建设单位。____能源公司(属____集团)。____煤矿除按
《施工合同》和《工程施工安全协议》的规定对各施工单位
进行安全、工程质量监管外，还通过调度会、碰头会等方式
沟通信息，共同研究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施工单位。该矿二期、三期工程由____第五建设公司(以下
简称____五建公司，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第一
工程处(以下简称____五建一处)和河南郑州矿山建设公司(以
下简称河南____公司，具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中
标承建。____五建一处在未经____能源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于1月和7月，先后两次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民营企业____榆
林____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林____公司)，并将榆
林____公司临时组建的施工队伍编为____五建一处132队;205
月，又与____煤炭建设公司(以下简称____煤建公司，具有矿
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签订合同，将由河南____公司负
责施工的部分井巷工程转给____煤建施工。事故当班井下上
述3方施工队伍都在施工。

3.监理单位。辽宁____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
宁____监理公司)对____煤矿建设项目的土建、矿建、机电设
备安装进行全程监理。具有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4.设计单位。________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____
建设集团公司，具有甲级设计资质。

二、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____煤矿16号煤层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遇煤层下方隐伏陷落
柱，在承压水和采动应力作用下，诱发该掘进工作面底板底
鼓，承压水突破有限隔水带形成集中过水通道，导致奥陶系
灰岩水从煤层底板涌出。

(二)间接原因

探放水措施不完善，防治水工作不到位;应急处置不当，贻误
撤人时机;违法分包工程，施工组织混乱;现场施工管理不到
位，技术力量薄弱;建设、施工等单位未严格执行三级安全培
训制度，致使施工人员对隐患识别能力差、安全风险意识淡
薄;________市属地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____市煤炭局
对____煤矿探放水措施不完善等问题监管不到位;____煤矿安
监局____监察分局对____煤矿探放水措施不完善等问题执法
监察有漏洞。

三、责任追究

(一)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共4人)

1.岳____，榆林____公司____项目部队长。20____年7月16日，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逮捕。

2.杨____，____五建一处____项目部副经理(主持工
作)。20____年7月16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逮捕。

3.张____，____煤矿调度室调度员。20____年7月16日，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被逮捕。

4.尚____，____煤矿调度室主任。20____年7月16日，涉嫌重
大责任事故罪被逮捕。

以上人员正处于审查起诉阶段，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由
负有管辖权的单位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共25人)

1.郝____，榆林____公司____项目部经理，开除党籍。

2.吴____，____五建一处工程管理科科长，行政撤职、党内
严重警告。

3.袁____，____五建一处总工程师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

4.杨____，____五建一处安监处处长，行政撤职、党内严重
警告。

5.吴____，____五建一处处长、党委副书记，行政撤职、撤
销党内职务。

6.王____，____五建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行政撤职、党内严
重警告。

7.杜____，____五建公司安监局局长。行政撤职、党内严重
警告。

8.孔____，____五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安全等工作,
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

9.王____，____五建公司党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

10.李____，____五建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行政降级、



党内严重警告。

11.高____，____煤矿生产技术部部长,行政降级、党内严重
警告。

12.孟____，____煤矿总工程师,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

13.林____，____煤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撤销党内职务、
罢免工会主席职务。

14.苗____，____煤矿党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

15.田____，____煤矿矿长、党委副书记,行政撤职、撤销党
内职务。

16.潘____，____能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兼____煤矿
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

17.孙____，____能源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行政降级、党
内严重警告。

18.李____，____能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行政记大过。

19.李____，____集团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行政记过。

20.杨____，____集团工程管理部总经理，行政记过。

21.舒____，辽宁____监理公司____项目部总监理工程师，行
政降级、注销其监理工程师资质。

22.董____，辽宁____监理公司副总经理，行政记大过。

23.白____，辽宁____监理公司总经理，行政记过。

24.吕____，____市煤炭局副局长，行政记过。



25.张____，____煤矿安监局____监察分局事故调查室主任，
行政记过。

责成____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书面检查;中
国____能源集团公司、____集团公司向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深
刻书面检查。

(三)行政处罚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由____煤矿安全监察局依法对____能源公司处以罚款300万元，
对____五建公司处以罚款200万元。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由____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对辽宁____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处以罚款25万元。

____________

年月日

教学事故检讨书篇四

第一条为保证稳定的教学秩序，维护正常的教学环境，规范
教学工作的行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减少并杜绝教学工作
中各种事故的出现，根据依法治教的`基本精神，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教学事故，是指妨碍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的
各类事件。

第三条本规定适用于本科与高职(高专)教育。

第二章教学事故的分类及构成标准

第四条教学事故视情节轻重分为一级(重大)、二级(较大)、



三级(一般)，四级(违规行为)，涵盖课堂教学、作业、考试、
学生成绩、教学管理、教学保障等环节。

第五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四级教学事故：

(一)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如灾害性天气或交通严重堵塞或其
它突发原因)，上课迟到不超过10分钟。

(二)无故提早下课不超过5分钟。

(三)教师上课不关闭bp机(或移动电话)干扰教学秩序。

(四)批改作业未达总人数的1/2。

(五)考试结束后，任课教师超过学校规定时间两天以内报送
学生考试成绩。

(六)教师遗失学生作业占教学班学生数的10%及以下。

(七)主考教师成绩登录后，因其工作失误等主观原因，需更
改学生成绩在1个教学班内10%及以下。

(八)教务员在确认成绩时，因其工作失误等主观原因导致学
生成绩出现差错。

(九)因排课、排考不当造成教室使用冲突。

(十)其它违反学校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行为。

第六条发生下列情节之一的，认定为三级教学事故。

课堂教学

(一)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如灾害性天气或交通严重堵塞或其
它突发原因)，上课迟到10分钟以上。



(二)无故提早下课5分钟以上。

(三)教师遗失学生作业占教学班学生数的10%以上—30%及以
下。

(四)未经主管教学的院(系、部、中心)主任、教务处批准，
擅自变动上课时间或停、放课。

(五)未经主管教学的院(系、部、中心)主任、教务处批准，
由他人临时代课。

(六)未携带任何教案或教学资料进入课堂执教，或错带教材，
耽误教学。

(七)上课时指名或不指名辱骂学生而影响教学。

(八)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上课过程中造成公、私财
产损失300元以上(含300元)或学生受伤，医疗费用500元以
下(不含500元)。

(九)未按各专业规定的要求完成实验课程、实习等实践性环
节的准备工作。

(十)不按教学大纲规定布置作业、实验报告等。

(十一)实践教学环节没按规定到位指导。

教学事故检讨书篇五

教学中难免出现各种意外和教学事故，这对教师和学生来说
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教学事故的发生不仅给受事故影响的
学生带来伤害，也给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带来困扰。然而，我
们不能因此放弃或沮丧，而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改进教学
工作。在教学事故中，我深刻认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学会了从中总结教训，改进自我，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下
是我对教学事故的心得体会。

首先，教学事故发生时，我们不能惊慌失措，应当保持冷静。
教育工作涉及到众多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所以一旦事故发生
时，首先要保持冷静。冷静有助于我们快速反应并有效应对
事故。在这个紧迫的时刻，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失控，而
应该冷静思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的安全。

其次，教学事故发生之后，我们要进行及时的处理和救治。
教育工作必须时刻关注学生的安全。当事故发生后，我们应
立即对伤者进行简单的急救处理，并通知相关人员前来处理。
如果伤势比较严重，应采用正确的救治措施进行处理。及时
处理和救治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学生的安全，减少事故带来
的伤害。

再次，教学事故发生后，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向学生家长和学
校报告。事故发生时，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保护学生的安全，
更要主动向学生的家长和学校报告，尽早通知他们发生了什
么事情。同时，我们应该与家长和学校密切沟通，合作处理
事故的后续工作。这样做能够让家长和学校了解事情的真相，
并积极参与救治工作。

另外，对于教学事故的发生我们要进行反思与总结。事故发
生后，我们不能仅仅处理好事故本身，我们更应该对事故原
因进行反思与总结，以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我们需要审
视自身在教学中的失误和不足，找到原因并加以改正。同时，
我们也要加强与同事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努力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

最后，教学事故发生后我们要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完善教育
教学工作。事故发生是一个警示，教学工作需要不断改进和
完善。我们应该主动调整我们传授知识的方式和方法，选择
更加安全、合理的教学手段。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学生参与



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的教学事故再次发生。

总之，教学事故是我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一种常见挑战。
面对教学事故，我们不能气馁和放弃，而是应该从中吸取教
训，改进自我，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通过保持冷静、及时处
理与救治、积极与家长及学校沟通、反思总结以及调整教学
方法，我们能够更好地预防和应对教学事故，为学生的健康
与安全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