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惩戒法心得 教育需要适当惩戒(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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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教育惩戒法心得篇一

近来，青岛市政府出台规定，允许中小学老师对违反纪律的
学生进行惩戒。对于此事，不同的人持不同的态度。而在我
看来，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对犯错误的孩子进行适当的惩戒，
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但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小惩大戒，可规范行为。

首先，如今的孩子过于娇惯。他们一出生就成为全家人的焦
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是七大叔八大姨都
争着想把自己的爱灌输在自己宝贝的身上。久而久之，孩子
被宠得无法无天，成为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凡事都以自
我为中心，眼中没有一点规矩。而到了学校这个不仅仅
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的场所，这些孩子难免会
有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在这时候，如果不对其进行一些惩戒，
只怕以后会更加猖狂。

再者，学校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学校的规章制度就是社会秩
序。如果一个人在学校不遵守规定，那么，他将来到了社会，
也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份子。所以，对那些不遵守规
定的学生加以适当惩戒，是完全有必要的。至少，可以纠正
他们在家里养成的坏毛病，帮助他们正常成长。



小惩大戒，可以增强认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踏入社会时，经常四处碰壁。被人嫌弃，
遭人拒绝。这是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的错误想法与做法，
却不自知。如果在中小学时期，老师就对他们的错误进行纠
正，进行惩戒，那么，他们就会及早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从
而帮助他们在踏入社会时少碰壁，少翻跟头。

越早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越早改正它，越是人生中的幸运。

小惩大诫，需把握尺度。

规范管理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惩戒过度，不仅会对学生造成
伤害，也会浪费时间。虎妈狼爸式的教育，确有其积极性，
但并不值得学习。如果不能把握好惩戒的力度，就容易形成
经常性地体罚，这是不利的。如果不能把握好惩戒的范围，
刻意去追求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同样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

人生路上既有鲜花美景，也有荆棘险滩。美好与不幸总是并
存，快乐与痛苦总是共生。正因为这样，你的孩子不能是温
室里的花朵，更不能是野蛮生长的野花，而应是一朵善良，
独立，坚强，有原则的向阳之花。

教育惩戒法心得篇二

高中教育惩戒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为了更好地了解
和探讨这个问题，我参加了一次关于高中教育惩戒的报告会。
通过听取专家的讲解和与其他参会者的交流，我对高中教育
惩戒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在这次报告会中，我特别关注了
教育惩戒的目的、方法、效果和应对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
下面的文章中，我将结合自己的学习和体会，分析高中教育
惩戒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



在报告会中，专家首先解释了高中教育惩戒的目的。他们指
出，教育惩戒的目的是通过对违纪行为进行惩罚，以达到纠
正学生错误行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培养良好的
品德素养的目的。教育惩戒不仅仅是为了给学生一个惩罚的
机会，更是为了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改正自己的行
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有些学校在教育惩戒过
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学校根据学生违纪行为的轻
重程度制定了标准化的惩罚措施，缺乏个性化的考虑。这样
做可能导致对学生产生过度惩罚的结果，使学生受到伤害，
而无法达到教育目的。

教育惩戒的方法也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报告中，专家介
绍了一些常见的教育惩戒方法，如批评、警告、开除等。报
告强调了教育惩戒方法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不同的学校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教育惩戒方法，但要遵循一定的
原则和规范。例如，惩罚应该与违纪行为相匹配，并且要避
免过度惩罚或歧视性惩罚。此外，教育惩戒方法还需要与学
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引导，让学生明白惩罚的原因和意义，
并激发他们改变不良行为的动力。

高中教育惩戒的效果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报告中，
专家介绍了一些关于教育惩戒效果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
教育惩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纠正学生错误行为的作用，
但其效果并不一致。一方面，一些学生通过教育惩戒，意识
到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取得了积极的变化。另一
方面，一些学生对于教育惩戒产生了逆反心理，进一步加剧
了问题的存在。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教育惩戒并不是一个
万能的解决方案，它需要配合其他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综合
治理。

如何应对高中教育惩戒的问题，是下一步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在报告中，专家提出了一些改进高中教育惩戒的思路
和建议。首先，我们需要建立科学、公正、有效的教育惩戒
机制和制度。只有通过明确的规范和流程，才能避免滥用教



育惩戒的现象。其次，教师和学校应该提高教育惩戒能力和
水平。专门的培训和指导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和应对学
生的问题行为，避免不当的处理方式。最后，家庭和社会各
界也需要共同参与，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只有通
过多方合作，才能形成有效的教育惩戒合力。

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对高中教育惩戒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思
考。教育惩戒是一项复杂而敏感的工作，需要我们理性地对
待和解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教育惩戒视为一种简单罚分的
手段，更要深入思考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增强道德意识。同时，我们也需要双重考
虑教育惩戒带来的副作用和长远影响，努力寻找更符合实际
需要的教育方法和手段，以实现高中教育惩戒的最终目标。

教育惩戒法心得篇三

如今，师生关系，家校关系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
由于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老师如何管理学生，成为了一道
难题。老师是否应拥有惩戒学生的权力呢？我认为不应该。

在教师不具有惩戒权的当下，因体罚学生而出现意外的事件
并不少见。如果教师拥有了惩戒权，那么这种事故是否会更
加多发呢？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严师出高徒”是很多人深信不疑的规律，所以，才会出
现“惩戒合理”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出现了家长建议老师以
暴力教育学生的现象。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师，应该是对
学问对知识的认真负责，对教学的高标准与严要求，保证教
学的质量和效率，而不是以棍棒教学，用暴力育人。

“熊孩子”是当今受人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每一次有熊孩
子事件发生，总会伴随着几乎人人喊打的暴力现象。暴力有
时可以压制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以暴制暴
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那么，整个世界都将处于无休止



的战火之中。

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一对“熊家长”，真正应该改
变的是家庭教育。仅依靠暴力，即使孩子暂时屈服也不能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教育方式只会在孩子心中留下暴力的阴影，
对解决问题，没有丝毫的帮助。

曼德拉曾说过：人的一生中最值得荣耀的，不是没有失败，
而是在经历失败后能够勇敢地站起来。孩子犯下的错误也是
这样。犯下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
知过而改之，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才是对待错误应有的
态度。法律惩罚犯罪者，并不是要求犯罪者永远记住罪行，
而是为了防止犯罪再次发生。

中小学时期，是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阶段，更应培养孩子对
待事物正确积极的态度。对孩子进行惩罚，也许会让孩子认
识到错误，但是，不一定能让孩子从内心深处改正错误。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学校和老师在教育教学中，更应讲
究方式，使用正确的方法，成为学生们人生之旅中的摆渡人。

教育惩戒法心得篇四

引言：

高中教育是年轻一代的关键时期，既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阶段，
也是形成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
和学生素质的下降，高中教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惑。
近日，我参加了一场关于高中教育惩戒的报告会，对如何合
理惩戒学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提出
个人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了解惩戒的意义和目的



惩戒是教育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引导学生遵守规则，展示教
育的权威性。在报告中，我了解到惩戒的本质并非仅仅是为
了制止和惩罚学生，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合理的惩戒能够让学生明白，行为是有
责任的，对自己的行为要承担后果。因此，学生需要正确理
解惩戒的意义和目的，以便更好地反思自己的行为，改正错
误，促进健康的成长。

第二段：重视惩戒方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在了解惩戒的意义之后，选择恰当的惩戒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学生的个性差异、成长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对待惩戒的
态度和接受程度。仅仅依靠体罚或严厉责骂往往会产生负面
效果，导致学生逆反心理和敌视心态的产生。因此，高中教
师应该注重惩戒方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采取防患于未然的
策略，通过正面激励、情感引导和心理疏导等方法，帮助学
生正确认识、改变错误行为。

第三段：培养教师的惩戒技巧和专业素养

高中教师作为学生教育的主要实施者，需要具备良好的教育
素养和专业技能。在报告会中，专家们提到了教师在进行惩
戒时需要注意的几点：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耐心倾听学生
心声、正确认识学生问题的本质等。这些技巧和素养可以帮
助教师与学生建立起互信互爱的关系，让学生能够更有效地
接受教师的指导和惩戒。因此，教师需要积极培养自己的惩
戒技巧和专业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第四段：建立完善的惩戒机制和制度

高中教育惩戒的效果，不仅与个别教师的努力有关，也与学
校建立的惩戒机制和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在报告会上，我认
识到学校应该建立健全的惩戒规范和程序，明确规定不同情
况下的适用原则和措施，并配以相应的奖励机制，以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同时，学校还应该注重舆论引导，增
强家校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和辅导，让惩戒真正
发挥其正面的教育作用。

结尾：高效惩戒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通过参加高中教育惩戒报告会，我深刻体会到了惩戒对于学
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惩戒不仅仅是一种纠错措施，更是一
种引导学生改正错误、筑牢人生基石的过程。只有合理、科
学、有效地惩戒，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最终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因此，作为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应该善于运用惩戒，
做到因材施教，实现学生成长的良好发展。同时，学校和社
会也应该共同努力，建立健全的惩戒制度，为学生提供一个
更良好的成长环境。

教育惩戒法心得篇五

近期以来，班级内迟到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培养学生积极
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班上执行“无正当理由迟到，迟到一
分钟，罚站十分钟”的措施。我认为将其作为班规执行，是
可行的。

罚站十分钟，且是在教室内罚站，并不影响同学们自身的学
习，相反还能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培养承受挫折的心理
品质。再者，许多学校也实行站立早读，可见其可取之处。
此外，于20xx年7月，中共中央还明确了教师的教育惩戒权。
在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可设一定的惩戒。因此，
该建议作为班级的规定是应被赞同的。

这不仅是班级中，现在的学生越来越缺乏规则意识，并且大
多承受能力差。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开始采取相应的措
施。中国自古便有“严师出高徒”的谚语。虽然过于片面，
但这句谚语也有其可取之处。在教育中设置一定程度的惩罚



是有必要的。一定程度的惩罚，不仅能帮助学生改正不当行
为，而且还能促进学生规则意识的形成。

不仅仅是学校中的教育离不开惩罚，社会上，生活中的教育
同样离不开惩罚。自古以来，教与罚便是难以分离的。古时
有先生可以惩罚，如今也有教师可以惩罚。例如，学开车，
师傅再三教导，你却仍然一窍不通。他便会呵斥你，这
种“呵斥”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惩罚。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
太多了。

但是，是只要惩罚就能教好吗?惩罚是不是越重越好呢?很明
显都不是。惩罚是辅助教育的一种手段。用惩罚来激发学习
者的潜力，改正其不良行为。但并非越重的惩罚就越好。惩
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因此，惩罚应是适当的。适当的惩
罚能帮助教育，可是过重的惩罚会害了别人。

正如教育惩戒为代表的教育方式，在培养规则意识，锻炼承
担责任和挫折的心理品质方面具有其他教育方式难以替代的
价值和功能。也正因如此，在教育过程中设置一定程度的惩
罚，至今依然广泛存在于社会教育中。因此，教育离不开惩
罚，有惩罚的教育更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