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中小学教育惩
戒规则心得体会(实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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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一

班级迟到现象总是屡禁不止，老师不得已实行“无正值理由
迟到，迟到一分钟，在教室内罚站格外钟”的措施。我认为，
这种适当的惩处是正确且应当的。

训练惩戒指老师依据肯定规范，以不损害同学身心健康为前
提，以惩处为特征的一种训练方式。老师将迟到的同学以迟
到一分钟，罚站格外钟的形式惩处同学，这并没有违反训练
惩戒的标准：其一，罚站不会影响同学的身心健康，其旨在
制止同学的迟到行为，挂念同学改正错误。其二，在教室中
罚站是在不损害同学自尊心的前提之下，使同学的.耻辱心受
到肯定冲击，会使同学迫于耻辱而改正自己错误。正所
谓“不知耻，无以正”，就是如此。

适当的惩处能够订正同学的错误行为，但并不是全部的的惩
处都是正确的。当今，有的老师体罚同学，这种现象屡见不
鲜，或许是由于他们曲解了“严师出高徒”这种理念，让同
学在超出其体能范围内跑步，在走廊等同学众多的地方让违
规同学提着水桶扎马步。这种教罚已经违反了训练惩戒的理
念，甚至会危害同学的身体健康，损害同学的自尊心，虽然
达到了维护纪律的目的，但这只是用体罚来使同学畏惧，更
精确地说是驯化同学，而不是教化同学，这是万万不行取的。



适当的惩处应因人而异，孔夫子曾说过“因材施教”，而惩
处同学也应当“因人行罚”。有的同学，不当心犯了错，不
应进行过重的惩处，否则会打压到这种同学的乐观性，使得
他们“破罐子破摔”，这是不正确的。但有的“顽固分子”，
屡教不改，适当地加大惩处力度也未尝不行。假如对于一个
顽固的同学，不加大力度订正他，就铺张了训练惩戒的存在。

惩处，是为防止一个人走向不行订正错误的最终的防线，但
不应当将其死死地收缩，而要留足适度的空间，让被惩处之
人进行自身的救赎，这就是适当的惩处。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二

3月1日，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试行稿，3
月23日，卫辉市教体局在进修校举办《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专题培训，由内黄县教师进修校王国芳校长授课。
王校长带领全体参训教师逐字逐句逐条地阅读了《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试行）》，通过讲解、提问、讨论等形式对教
育惩戒进行了全面解读，让全体参训教师很快掌握了教育惩
戒制定的意义、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实施流程、具体措施、
救济途径等等。并当堂进行自测，检验学习效果，巩固学习
效果。这次《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培训如同及时
雨，让我也对教育惩戒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一、《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是在广泛调研、公开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首
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台的规定，使教育惩戒有法可依，破
解了教育惩戒无度的难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育人过程中
“不敢管”的焦虑，维护了学生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也为教
师依法育人提供了保障。作为一名教师，更要深入学习、吃
透此次规则的精髓要义，在日后教学工作中遇到必须惩戒的
教育情境时，一定要有尺度、有温度地开展教育惩戒。

二、教育惩戒只是一种教育手段，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



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
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目的
仍是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培养学生成人成才。
他为我们今后行使教育权，管理权指明了方向，更加符合教
育的规律，注重我们育人的效果。

三、教育惩戒要把握惩戒的度。惩戒权不等于上方宝剑，不
代表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要进一步提升职业道德素养，
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教育惩戒权的使用范围、
使用程度，将教育惩戒权与未成年人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触碰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规则》
中“七类不当教育行为”决不为。千万莫让重回手中的教鞭
伤害了学生，也伤害了自己。

四、教育惩戒也是出自于“爱”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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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学生的成长，而不是把学生治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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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育惩戒为教师、家庭和学校又搭建了一道沟通和交流
的桥梁，一起制定一起遵守一起守护，在使用惩戒权时，尽
量与学校、家长密切配合，虚心接受学校、家长、社会的监
督，让教育惩戒最终经得起教育规律和教育实践的双重检验。

六、惩戒的目的最终在于“戒”。惩戒是要让学生清楚哪些
是错误的行为，坚持效果导向，多从心灵上感化，时时处处
体现人文关怀，争取在爱的`氛围中，达成惩戒的教育效果。

总之，教育惩戒既确权，也限权，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那就是对学生的爱，让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相信在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规范下，我们定能更好
地使用它，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教学工作，更好的培养祖国



的栋梁人才！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三

教育惩戒权不是灵丹妙药，教师即使有了教育惩戒权，也不
能任性地使用。教育惩戒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学生，不是为
了给学生造成痛苦，而是为了制止不当行为，帮助学生改正
错误。学生犯错误是难免的，作为教师要引导学生走正确的
道路，要更好地理解与学习教育惩戒规则，更好地使它服务
于我们的教学工作，更好的培养祖国的栋梁人才！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四

20xx年的寒假，我把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感想颇深。《中小学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不仅为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
还进一步规范了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学校根据规则
依法履行教育教学义务和管理职责，同时也维护了我们学生
的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之所以称为教育惩戒规则，是指学校等教育场所，对违规
违纪的学生进行管教、训导等让学生引以为戒，更好地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规则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条款有很多：

规则第七条，如果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
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其中第三条：吸烟、饮酒或者言
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我觉得身为一名学生，不该有违反
学生基本守则的`行为。这样不仅伤害了自己，可能还伤害了
别人，百害而无一利。第五条：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
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既然是一名学生，就不该有打骂
学生、老师的行为，这样不配当一名学生，我们不但不能打
骂学生，还要保护比我们弱小的同学，乐于助人，这是我们
新时代小学生该有的一项基本品德。



规则第十二条，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
不得有的行为。其中第一条是“以击打、刺伤等方式直接造
成身体痛苦的体罚”。我想说，虽然学生犯了错误，但不能
对其造成身体痛苦，这样不仅会给我们学生造成身体上的伤
害，还有可能造成心理伤害。第五条：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
戒学生。我觉得成绩不代表一切，一个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品
德，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要我排列，我一定会是品德第一，
成绩第二。所以，我赞成老师不能因为学生成绩而教育惩戒
学生。

以上是我读了规则以后的几点的感想，我觉得规则实施以后，
学校、社会以及家庭会更加重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为我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能更好的主动
学习、爱上学习。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五

我把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从头到尾
认真地读了一遍，感想颇深。《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不仅为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还进一步规范了学校和教
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学校根据规则依法履行教育教学义务和
管理职责，同时也维护了我们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
的教育生态环境。

之所以称为教育惩戒规则，是指学校等教育场所，对违规违
纪的学生进行管教、训导等让学生引以为戒，更好地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规则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条款有很多：

规则第七条，如果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
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其中第三条：吸烟、饮酒或者言
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我觉得身为一名学生，不该有违反
学生基本守则的行为。这样不仅伤害了自己，可能还伤害了
别人，百害而无一利。第五条：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
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既然是一名学生，就不该有打骂



学生、老师的行为，这样不配当一名学生，我们不但不能打
骂学生，还要保护比我们弱小的同学，乐于助人，这是我们
新时代小学生该有的一项基本品德。

规则第十二条，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
不得有的行为。其中第一条是以击打、刺伤等方式直接造成
身体痛苦的体罚。我想说，虽然学生犯了错误，但不能对其
造成身体痛苦，这样不仅会给我们学生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还有可能造成心理伤害。第五条：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
生。我觉得成绩不代表一切，一个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品德，
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要我排列，我一定会是品德第一，成
绩第二。所以，我赞成老师不能因为学生成绩而教育惩戒学
生。

以上是我读了规则以后的几点的感想，我觉得规则实施以后，
学校、社会以及家庭会更加重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为我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能更好的主动
学习、爱上学习。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六

规范教育惩戒，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近年来，教师因惩戒过度甚至对学生造成伤害的事件屡见不
鲜，更因为媒体舆论的发酵备受社会关注，引起群众广泛热
议，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惩戒的不规范，部分教师在面对扰乱课
堂纪律、校园霸凌等情况时，有的老师袖手旁观、放任不管，
助长不正之风;有的老师简单粗暴、过度惩戒，损害学生的身
心健康，这不仅影响了正常的教育环境，更是违背了教育工
作本身的初衷。因此，规范教育惩戒，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任重而道远。



规范教育惩戒，正面引导是基础。由于部分家庭对孩子的过
分溺爱，部分家长对学校惩戒教育非常排斥，造成教师因担
心受到师德规范处罚，而面对违规学生时不敢管、不能管的
窘境。因此，应当及时转变教育观念，加强正面宣传引导，
让社会、家庭、学校多方达成共识，正确认识到规范教育惩
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教育的功能是全方位的，教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教育
的手段应该是富有成效的。惩戒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这是
毋庸置疑的。对于一个教师，如果看到学生有问题不去教正，
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不履行职责做一个“佛系”教师，并
不是教师的初衷，之所以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正是我们的教
育应该深刻反思的。如果任由教师的教鞭被束之高阁，惩戒
教育被当作师德问题对待，贻害的是教育，耽误的下一代，
毁坏的是民族的未来。

惩戒是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惩戒教育可以让学生知道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赏识教育与惩戒教育并不相悖，奖
惩分明才更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惩戒教育是一门艺术，
它与体罚有着本质不同。惩戒是以教育学生向善为目的，体
罚是以伤害学生身心为目的。

规范教育惩戒，完善细则是保障。以往由于一些程序性的规
定不够严密和规范，甚至有所缺失，影响了教师正确地行使
教育惩戒权。为使让教师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敢管、能管、善
管，教育部于20xx年12月23日颁布了《中小学生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明确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义务，及时完善、
规范教育惩戒的相关细则，明确教育惩戒的范围、程度、形
式。《规则》的出台，给学校、教师都吃了一颗定心丸，让
教师会用、敢用、慎用教育惩戒，让家长、社会理解、支持、
配合学校、教师教育和管理，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规范教育惩戒，师德建设是关键。“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这是我国教育家陶行知的至理名言，也是他一生



的真实写照。陶行知先生“四颗糖果”的故事感动过无数人，
先生在校园看到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当即制
止了他，并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里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
校长室，这个男生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可一见面，陶
行知却掏出一块糖果送给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
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地接过糖果。随
之，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果放到他手里，说:“这块糖也是奖
给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
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更惊疑了，他眼睛睁得
大大的。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
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
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正直善良，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
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说
道:“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
是自己的同学呀!”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
果递过去，说:“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
可惜我只有这一块糖了，我的糖完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
完了!”

这则故事，为什么如此打动人心？我以为就在于先生不仅拥
有爱心，而且拥有教育的智慧，在看到男生用泥巴砸其他的
同学时，没有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打骂，而是搞清孩子犯错
误的内在原因，用自己的爱心深入孩子的内心世界，用爱心
与智慧给孩子一个走出错误与尴尬的台阶，让他感受到教育
的宽容与善良。很多时候，和风细雨的教育比雷霆万钧的方
式更有力量。我们常说的“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大抵就是
如此吧！

真正实用管用有用的教育一定是要承认教育不是万能的，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敬畏教育、规矩教育，这些构成了教育
的原生态。在当今教育生态条件下，把“戒尺”请回来，可
以做的事情，作家魏巍《我的老师》中蔡芸芝先生的做法可
以借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高高地举起，以示惩戒，解决
不敢管、不愿管的问题；轻轻地放下，绝不要破戒，决不可



轻易落到学生的身上，更不可以噼里啪啦，左右开弓，千万
不要找来不必要的麻烦。每一位老师都要知道，保护自己和
保护学生一样重要。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七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3月1日正式试行，在学校
安排下，认真学习其中的条例。虽然条例已试行，但“惩
戒”的权利和方法我们还要深究。作为新时代的老师，尤其在
“十不得”规定下，我们不能谈“罚”色变。教育过程中，
过分的赏识、表扬和鼓励，以及对孩子错误视而不见的做法，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溺爱，给予我们教师适当的惩戒权，对
孩子、学校、家长和社会都是有利的。当然惩戒不是教育目
的，它的存在并试行，是基于教育和转化违纪违规的学生，
树立健全的人格，然而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呢？所谓亲其师
才能信其道，我认为惩戒和关怀要并重。教师在实施教育惩
戒时必须要善用教育惩戒的能力，要能够理性对待惩戒的过
程，不能感性的，任性的使用权利，要把握好尺度。对于惩
戒的内容，虽然条例有所规定，但应该因“班”施教，因材
施教，对于惩戒内容，也要学校，家长，孩子达成共识，建
立清晰的班级“度”的标准。

文档为doc格式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八

基于儿童立场，学生有犯错或违反课堂教学的不当行为，教
师有惩戒学生的权利，但是惩戒需有度——适度和温度。根
据具体学情和事情对待，教师应恰当的引导教育，让学生意
识到错误的同时，给予学生改正的机会，不能借此大肆贬低
学生，伤害学生自尊。对于行为严重恶劣的学生，希望家校
育人合力、合作管理，家长的.支持，能让孩子改正的决心和
态度更高效。让我们的孩子向善、向上、向好、向阳成长！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九

20xx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部令第49号令颁布的
《中学校训练惩戒规章（试行）》，像黑夜里的一道闪电，
照亮了前方坎坷的山路。

站在学校管理的层面，可以猛烈的感受到国家对于训练的重
视，尤其是对于学校规范办学和制度建设提出的接地气的要
求：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同学特点，依法制定、完善校规校纪，
明确同学行为规范，健全实施训练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章。

这既是给了训练人一把尚方宝剑，也是给了每一位老师一顶
紧箍咒；惩戒规章也是给家长的一把爱护伞，是促进家校共
育的一盏指明灯。每一个家庭都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成
龙成凤，光耀门楣；每一位老师更是对自己的同学倾注心血：
学有所成，为国争光。训练惩戒规章的制定无疑为我们的家
庭和学校又搭建了一道沟通和沟通的桥梁，一起制定一起遵
守一起守护，为同学的成长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惩戒权不等于上方宝剑，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
要进一步提升职业道德素养，深化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进一
步明确训练惩戒权的使用范围、使用程度，将训练惩戒权与
未成年人爱护有机结合起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触
碰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在使用惩戒权时，尽量与学校、家
长亲密协作，虚心接受学校、家长、社会的监督，让训练惩
戒最终经得起训练规律和训练实践的双重检验。千万莫让重
回手中的教鞭损害了同学，也损害了自己。惩戒的目的`最终
在于“戒”。惩戒是要让同学清楚哪些是错误的行为，坚持
效果导向，多从心灵上感化，时时处处体现人文关怀，争取
在爱的氛围中，达成惩戒的训练效果。

始终以来，随着各界对惩处同学的关注，很多老师产生了不
敢管同学的现象，同学纪律和素养在渐渐下滑。惩戒规章的
提出，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现象。当有同学违规违纪时，老师



可以针对不同状况作出不同的处理方法，而不是通过体罚和
变相体罚来解决。这同时也在规范老师的一言一行。我们老
师和同学之间形成正面的良好的协调关系时，我们的训练才
会得到进展。但是同样的训练也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责任，
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协作。这就体现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这是一项长期而困难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篇十

近日，教育部研究出台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稿，
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该规则出台背景是来源于过去过
份强调赏识教育，因学生教育管理问题，学生家长将学校、
将老师告上法庭事件屡出不鲜;老师被动，学校尴尬，以至
于“谈管色变”。在这样大的环境下，教育部出台了《中小
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是有利于学校形成良好的校风、
学风，是教师履行教育管理学生基本权利和责任的底线保障。

就对《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实施，作为校方和教
师怎么理解、认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措施，淺议个人拙见。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
会中的人，人必然要接受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的管理，
要遵守各项制度，法规政策。而过份赏识教育，会导致家长、
社会、学校三方对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成人”认识水平不
同，管理缺乏必要的底线意识，规则意识，学校管理的效果
甚微，一度教师职业成了“高危”行业，教师不敢管，学校
无法管，个别学生“无法无天”。出台这样一个规则，就是
为了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古语说：“不以耻，无以正”就
是这个目的。

惩戒不是目的，惩戒只是一种手段，通过惩戒的手段最终达
到教育的目的，所以是教育为主，惩戒有度。我们最终目的
是为了让学生树立起良好的规则意识，锻炼学生承担责任，
受挫折的心理品质。因此对于《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实



施作为学校要把好方向，运用得当;要组织教师、学生、学生
家长三方进行学习、解读，达到共同育人的目的。

(一)做到宽严相济，奖罚分明。

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以待人，要对所有的学生公正公
平，“一把尺子量到位”标准意识。这样才能起到教育惩戒
的公平性、威严性和公正性。

(二)做到智慧教育，立威尚可。

惩戒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在运用教育惩戒的这个尺度
上，尽量不运用教育惩戒规则作为我们教育最好选择，以此
达到教育警示的作用。运用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情绪激动、冲动的时候不能运用。

2.尽量不在公众的情况下运用惩戒教育，不要有“杀鸡给猴
看”这种心理状态，这样的'方式是起不到教育效果的，容易
让学生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要考虑学生人格尊严，古语
说：“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密”就是这个道理。

3.惩戒方法不能过于简单，要做到以理服人，事后一定要给
学生讲清楚，要让学生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达到学生
自觉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目的，要让习惯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三)榜样引领，管教同步。

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学生“成人和成才”，所以仅靠一
个惩戒的制度是解决不了的，学生很多行为习惯实际是家庭
教育的折射，学校教育的折射和社会教育的折射。因此作为
家长、教师，我们要求学生怎么做，而我们自己就必须先做
到。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起
到榜样引领的作用，做到自己与学生同步、同发展。



教育是根植于爱的教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爱，才是
教育的万能金钥匙，因此我们要学会用耐心、爱心、童心感
化教育学生，让学生在爱的氛围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学习
生活。

总之，《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是必要的，但是教育
更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