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育政策法规专题心得体会(通
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我们应该重
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教育政策法规专题心得体会篇一

最近，在学校工会的组织下，我认真学习了国家制定的《教
师法》、《义务教育法》和海南省出台的有关教育法律法规，
更加增强了对教育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觉得：作
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应学好教育法律法规，模范遵守教师
职业道德，爱岗敬业，搞好教育教学工作，努力塑造为人师
表的良好形象。

一、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是“源头活水”，如果你经常计较个人利益，把教书当成一
种索取，就难以引导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对此，我始
终把无私奉献融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作为一种崇高的信念，
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没因事耽误学生一节课，认真备好上好
每一节课，并且每节课都进行检查，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
认真分析学生不足的原因，及时查找在备课和上课中的不足，
反思自己的教学。30年教学教育工作，让我知道：对于一个
深爱自己事业的人来说，必须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
事业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为自己的事业奉献着。30年来，
每每想到一批批学子成长进步，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真
正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奉献的可贵。

二、爱上学生，安于教学



有句俗话说：“谁爱孩子，孩子范文九九网就爱他，只有爱
孩子的人，他才能教育孩子。” 因此，教师应用自己博大的
爱去温暖每一位学生。教师只有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才能
去精心地培养学生，只有爱得深，才能更认真、更耐心、更
细心地对学生进行教育。

的位置，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于他们的一点点进步及
时给予鼓励，使他们感到自信。

三、爱生上进，严于律己

“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成为一条常流常新的小溪。
”这就向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不断完善自己，以求教好每一位学生。于是，我不断勤
奋学习教育新理论，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培训和听课、讲座等
活动，与同组老师们共同探讨教学中的每一个困惑，结合本
组的实际情况认真钻研教材，备好每一堂课，尽量做到理论
和实践互动，努力成为一名乐学善思的学习型老师。

正和调整教师行为中失误，抵制不良风气和腐朽思想的侵蚀，
保持行为的端正廉洁。

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专项学习，我决心做到：在今后的学习和
工作中，要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学生的每一次过失，用渴望
的心态去期待学生的每一点进步，用欣赏的眼光去关注学生
的每一个闪光点，用喜悦的心情去赞许学生的每一个成功，
完成好时代赋给我们的任务，做好党交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
作，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力争成为名副其实的
优秀教师!

教育政策法规专题心得体会篇二

我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和文件。通过学习，我对
教育法律法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认识到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
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因此，我们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忘记，自己不单单是为教书而教书的“教书匠”，而应是
一个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情育人，热爱学生;
以言导行，诲人不倦;以才育人，亲切关心;以身示范，尊重
信任”。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根本。教师对学生的爱，
即是敬业精神的核心，又是教师高尚品德的自我表现，既是
育人的目的，又是教师教书这个职业的具体表现。

更应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不断增强依法执教的意识，并把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
意识贯彻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与教育教学工作中。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是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内容。
古人对教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这其实只指出
“教书育人”的职责中教书的一面，而“为人师表”则对老
师提出了更高的人格上的要求。

热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
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
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
道”。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具有十分强烈的质
量意识，要真正在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塑造学生美好心灵方
面下功夫。一个教师只有对自己的学生充满执着的爱，才能
激发出做好这一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才能坚定不移地辛勤耕
耘，获得丰硕的育人之果。热爱学生，是教师全部职业活动
中最宝贵的一种情感，没有对学生的爱，也就不可能有真正
成功的教育，教师应当把它无私地奉献给全体学生。爱是打
开心扉的钥匙。要把真挚的爱融在整个班级之中，不仅要爱



那些好学生，更要爱那些缺点较多的学生，要让每一个学生
都从教师这里得到一份爱的琼浆，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更加自爱、自尊、自强和自信。然而，教师只有“爱的教
育”和“奉献的教育”还远远不够，了解学生、理解学生、
尊重学生、引导学生，才是教师在爱学生这一基础上的发展
方向。

现代教育是开放性教育。学校的法制安全教育工作必须要与
家庭、社会密切配合，课内外、校内外多种方法结合，调动
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发挥各自的功能，相互合作，形成合力，
齐抓共管，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教育政策法规专题心得体会篇三

通过对《高校教育政策法规的学习》，使我明确了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部分，阐明了教育法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其发生发展
的过程。其存在的目的是为政策、法律的正确制定和实施提
供理论上的支持。高等教育法学的研究，是依法管理高等教
育事业的必要手段，同时，教育法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
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掌握以及运用教育法
规，是推进我国教育制度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教育法
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教育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

2、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

3、坚持教育公益性的原则；

4、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5、教育与终身学习相适应的原则。



在这个部分，主要明确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1、高等学校的相关法律问题，如高校的法律地位，即高等学
校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具有
办学自主性、财产独立性、机构公益性的特征，通常是由法
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确定。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依据在不
同关系中的不同特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权力服从为基本
准则，以领导与被领导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行政关系；另一类
是以平等有偿为原则，以财产所有和流转为主要的教育民事
关系。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与社会、教师、学生之间都会
发生法律关系。所以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包括高等学校在民
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其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因此，
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也包括其在民事和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
位。

2、高等学校教师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法律地位，高校教师的
权利和义务，考核，培训等；

3、高等学校学生的相关法律问题，如学生的法律地位，特点，
基本权利和义务等核心问题。

在这个部分，主要对于我国教育的基本制度进行了详细的界
定和划分，同时吸收了与时俱进的特点，对于当前多种多样
的在教育形式均有相关的描述，严明了证书的管理和发放，
督导等各个环节的细节问题。这些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使关
于学历和学位证书的严谨和公平合理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这个部分，通过一个个常见的热点问题和法律争议的真实
案例，生动的展现了当前凸显的主要问题以及高校教育与相
关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足之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也有了
较为清晰的思路。

作为一名高等学校的人民教师，不光要传道授业解惑，还应
恪守纪律，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有深刻的认识。所谓家有



家规，国有国法，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的人才“生产基地”之
一，也需要有相关的政策法规来保障其基本秩序。通过对
《高校教育政策法规》的学习，使我对教育政策与法规有了
更多的了解，也更清楚了自己今后应当怎么做好职业教育工
作。此外，在学习当中，还进一步认识到目前我国职业教育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对我国职业教育现行政策也有了
全面的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认真学习各种教育
理论和政策性文件，遵守相关的教育法规，使教育工作逐步
走上法规化、规范化的轨道，不断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依法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略尽绵薄之力。

教育政策法规专题心得体会篇四

对教育政策法规的认识，大多数人会标签为枯燥、条条框框。
但在许老师的图文并进，案例视频下，我们对新教师的职业
标尺有了明白的认识：从独角兽的公平正义讲到了为什么要
为教师职业树立职业标尺；从范跑跑讲到了生命健康权的选
择；从笛卡尔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吴非老师的《不
跪着教书》和万伟老师的《教师的五重境界》讲到了教育既
要有教法和学法，也要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从中信高级工
商学校高振东校长讲到了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命成长；从惩
戒和惩罚的区别讲到了管理学生要适当、有目的、能斟酌利
弊。

无规矩不成方圆，政策法规是国家发展的标尺，同样，教育
政策法规更是教育发展的标杆。俗话说“教师的工作是良心
活”，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就受到很多社会道德的约束，但
是，对一个新教师来说，知法才能守法、知法才能用法。案
例中教师的一些自以为合理的“措施”，给学生带来的伤害
是巨大的，比如让捣乱的学生坐在厕所门口，这像是在惩戒
他，但坐厕所门口和不捣乱这两者之间并无科学关联，却可
能让当事的孩子受到同学的嘲讽，旁观的学生学会了“看笑
话”。这个案例像一面镜子，让我反思该如何更有效地运用



惩戒权。

尤其当面对每个班八九十个学生，如何用适合每个人的方法
教育他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教育是不允许悲观思想的，智慧的老师会努力挪开教育路上
的绊脚石。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一样的老
师看到的学生，也会是不一样的。

我是一名新教师，渴望拥有一双智慧的眼睛。

教育政策法规专题心得体会篇五

在本次师德师风建设推进年活动中，学校组织我们认真学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等教育政策法规。回想自
己当学生的时候，那时没有法律的约束，教师的教育教学是
凭职业道德、凭良心，为了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成绩，有的老
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如体罚学生等现象时有发生，家
长们都认为是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种方式。随着我国教
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教学活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正式形成，特别是《教师法》对教师的教
学活动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学校是培养教育下一代和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教育
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对学生坚持正面教育，是所有教育工作
者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教师要面向学生，对全体学生
负责，不要偏爱一部分人，歧视另一部分人。对于优缺点、
错误的学生，要深入了解情况，具体分析原因、满腔热情地
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

要善于发现、培养和调动后进生身上的积极因素，肯定他们
的微小进步，尊重他们的自尊心，鼓励他们的上进心，帮助



他们满怀信心的成长。对于极个别屡教不改、错误性质严重、
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学生，也要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
作，以理服人，不能采用简单粗暴和压服的办法，更不得体
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为此《教师法》规定了教师体罚学生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教师，所在学
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及时进行批评教
育，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并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或者
解聘。对于情节极为恶劣，构成犯罪的，要依照刑法的规定
追究法律责任。下面是本次学习的一些体会：

一、热爱祖国教育事业，遵纪守法，依法从教

通过本次法律法规的范文九九网学习，使我进一步增强了法
律意识，牢记在今后工作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教育法规;同时也
感受到作为教师，应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更要热爱教育
事业、爱学生、尊重学生，并施以正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另外，作为新时期的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
重要的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
本功架，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

二、热爱教育工作, 尽业乐教

通过对法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有力的指导了
自己今后的实践。敬业是一种美德，乐业是一种境界。对待
本职工作，我们应常怀敬畏之心，专心、尽职、尽责，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应该
要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三、热爱学生，关心学生，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学生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
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工作中不体罚和变
相体罚学生,保护人格尊严和自尊心,坚决与违反《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行为作斗争。作为一名教师，应该热爱学生，关



爱在我们的培育下茁壮成长的小苗,使他们在快乐和幸福中成
长!

四、刻苦钻研，严谨治学，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我们教师教给学生的那点基础知识，只是沧海一粟，教师还
应具要有活到老，教到老，学到老的进取精神，孜孜不倦地
吸收新鲜知识来充实自己，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不管教师
读书难的理由有千万条，但每个教师自己应该清楚，作为教
师，必须要坚持学习，不断进取。

总之，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
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教师法》更是一门必修的科
目。但长期以来，《教师法》虽然存在着，但是每当教师的
合法权益被侵害时，能够主动利用这件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
的人却不多，这说明教师只是知法、守法还是不够的，因为
用法也是我们基本的权利。通过对《教师法》的学习，我不
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更是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
地位，以前的我认为教师就是为社会为学生服务的，吃点亏
是可以吞下去，那现在我不会再这么认为了，因为，每个人
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平等”的口号不应是嘴上说说而已，
落实到实处才拥有意义，否则有法也等于无法了。同时我也
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教
师法》不仅帮助教师得到她的所得，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
准则，只有学习好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利，才能做
好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