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教育心得体会 大学生法制教育心得
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优质的
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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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我校举行了法制教育培训活动，通过这次培训，上级部门要
求在教学中必须渗透法制教育，同时我也意识到在日常教学
过程中渗透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学生除了要学会自己应该掌
握好的知识外，还要懂得一些能维护自己的最基本的法律。
培训过后，我深有感悟，现写出来让同行共免。

一、感悟收获

通过培训，使我懂得了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是以中小学
各学科的教学内容为依托，充分利用学科中固有的教学内容、
教育契机和教学便利，在教学活动中，有意识、有计划而又
适度地渗透相关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的教育，以增强学生法
制意识，激发学生法制情感，培养学生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的习惯和能力。在教学活动中如果能恰当地渗透法制教
育，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法制素养，还可以增强学科知识与
社会、法制三者的联系，促进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掌握
和应用。

通过培训，我还学到了如何在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方法，
就是“尊重教学、科学导入，分量适中、目标恰当，有机统
一”的原则；还有渗透法制教育要“创设适当的情景，要找
准切入点，频率不要过高”等等；再有，学科教学渗透法制
教育，在方法上要有明确的要求，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只要坚持这些原则，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过程，



就是一个主动、快乐的学习过程，甚至于有时是在学生不知
不觉中，即已完成法制教育的任务，既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业
负担，也不会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更不会伤害学科本身。

二、感悟未来

首先是要在开学工作部署会议就要让教师认识到法制教育渗
透学科教学的重要性，紧迫性。其次是要加强法律意识的学
习，提高自身法制素养。要学习法制知识，解决好“一桶
水”和“一碗水”的关系，要为人师表，做遵纪守法的楷模，
不但用知识，更要用行动感化学生。再次是要精心备教。要
舍得花时间、精心准备拟渗透的法制内容，认真研究学科渗
透法制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时间利用率,增强教学
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有效教学真正实现学生学科素养和法
制素养的双提升，真正的做到让学生在获得文化知识的同时，
也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好公民。

法制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这天下午，同学们在学校的安排下，聆听了我校法制教导员
的法制讲座。时间虽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我的感想却颇
多。

在我们身边，一些同学老是犯错误，法律纪律观念淡薄，屡
教不改。认为：只要自我不去杀人放火就行了，犯点小错误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俗话说得好：“小时偷针，大时偷
金。”“小时偷油，大时偷牛。”这就告诉了我们：如果一
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没有良好的法律纪律
意识，随意做损坏公物，打人，骂人，甚至偷窃等坏事，不
仅仅仅是给你个人的形象抹黑，而且会渐渐腐蚀你的心灵。
渐渐地，就会使你经常情不自禁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果
不能够痛改前非，继续发展下去，那些恶习就会在你心理根
深蒂固，而且会越变越严重。到时，你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
路，最终等待你的，就只有失去人生自由的监狱了。这并不



是危言耸听，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便是证明。
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才干的时期，可塑性很强。但明辨
是非的潜力不强，意志脆弱，自控力不强，很容易受到外界
的影响，一步步走上不轨之路。

虽然我们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但也时常受到侵害。此刻
尽管有老师、家长的保护，但他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我们
身边呵护着我们，况且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父母，离开学校，
踏入社会，独立生活的。所以，自我保护也就成了我们中学
生防止自身受到伤害的必要措施了。为了避免同学之间产生
矛盾，就应严于律己，不能自我去惹事生非，挑起事端，导
致别人对你的不满，轻则吵架，重则就会出现结伙斗殴，事
故也会随之而发生。到时，不仅仅会给自我的家庭造成沉重
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会使你受到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的折磨，
后悔也来不及了。相反，如果同学们都尊重别人，互相谦让，
真诚待人，你也会因尊重别人而受到别人的尊重，这样，同
学之间不仅仅会建立起真挚的友谊，我们的校园也会呈现出
一种欣欣向荣的礼貌景象。

这次法制讲座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使同学们深深感悟到
遵守校规校纪的重要性。为了我们能够健康成长，为了我们
完美的明天，让我们从此刻开始，严于律己，改掉不良习惯，
做一个合格的当代中学生吧!

法制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我再次认真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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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等教育法律法规，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贵州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实施意
见》，学习了《新时期师德修养》，学习了在第23个教师节
里胡锦涛同志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通过学习，我对教师



师德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是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纲领性文
件，它颁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法要求我们做
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每位教师必须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这一方针。然而事实上，现在的教育还
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只是虚有其名，事实上的应试教育迫
使很多老师只注重对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忽略了学生思想品
德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培养，直接导致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大
幅度下降，现在学生中的优良品德越来越少，不良行为越来
越多。因此，教育法的贯彻实施，首先得各级领导转变教育
观念，切实改变评价教师的方法。

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这本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让广大教师苦不堪言，简直可以说是劳民
伤财!九年义务教育到底怎么搞，全国其他地方有些什么先进
经验，各级领导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不要光是瞎指挥。九年
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要靠法律，但现在的情况是有法不依或
者说依不成，对那些违反九年义务教育法的人和事不能给予
及时处理，导致学校各项工作处于被动，给学校领导和教师
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要想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必须知道国家和人民对教师的
要求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是合乎教师行为规范的，哪些是
违法的，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教师应该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是
什么，教师应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教师进修培训受不受法律
保护，法规对学校和家长有什么规定等。

只有知法，才能守法。通过学习，我更加坚定我的研究和学
习理念，作为一名教师要想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
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和专家名师交流，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



改进教学教法，始终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用最新的教育
理念武装自己的大脑，用最先进的教学手段，给学生传授最
新的知识和方法，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在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用真心去
关爱他们，发现学生的优点，发展学生的长处，使他们能感
受到父母般的温暖，享受到学习的快乐和满足，过一种幸福
的学习生活。决不能像以前那样，但从学习出发去评价学生，
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关爱备至，对学习差的孩子漠不关心，
甚至冷嘲热讽，谩骂打击。因为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都能成为社会做所需的多层次
人才，让学生享受公平的教育资源，而不是仅为了那几个优
秀生。应该把教育办成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不是
淘汰人才的地方!

对孩子的教育一定要注意方式，讲究方法。如果方法不当，
就可能起不到作用，甚至收到相反的效果。尤其是不能歧视
差生、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歧视包括行动上的歧视和心灵
上的歧视，比如在教学实践中，不批改差生的作业，或者根
据成绩和表现排座位等都属于行动上的歧视;而对差生不管不
问，态度冷漠，则是一种心灵上的歧视。体罚实际上也有两
种，一种是身体上的惩罚，如罚站、抄多少遍知识点等;还有
一种是心灵上惩罚，也叫心罚，就比如语言上的讽刺和打击，
对学生的冷漠等。研究发现，心罚比体罚对学生的伤害更大，
往往会摧毁它们的意志力，使他们对自己丧失信心、失去斗
志，丢掉了拼搏进取的勇气，这是非常可怕的!

在教师的权利中，教师享有带薪学习进修的权利。可在实际
操作中，有些领导能领会法律的精神，通情达理，可还有一
些学校的领导却利用手中的权力阻碍教师外出进修，甚至有
极个别地方出现了扣除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情况。还有一部
分教师没认真学习和领会教师法，不知道自己应享受的权利
和应尽的义务。只知道努力付出，不知道自己还享有不断改
善自己知识结构的权利。



作为教师一定要始终牢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教师座
右铭，一方面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
能力，不断通过教学反思，促进自己专业发展;另一方面要不
断按照教师行为规范和教育法对教师语言和行为的要求，加
强自身的修养，规范自己的言行，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
的人，成为一个让学生尊重的教育者。

法制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法制教育不仅仅向我们宣传遵纪守法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
是让我们认识到法律不仅仅是对自制行为的约束，更是捍卫
尊严，权利的有效武器。法制教育给我们了这样一个信息，
即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学习生活的学校，家庭，社会有
一个强大的保护网，时时刻刻规范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仅有自觉遵纪守法才能健康顺利
的成长，并有一个良性发展。

社会，它的含义是先进发达，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存在
违法犯罪的污点。在这其中，学生的犯罪率也在呈上升趋势。
这说明当前学生法律意识普遍比较淡薄，作为学生的我们应
当自觉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社会职责感。学生犯罪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生会面临多次选择，当我们正处于
十字路口不明白何去何从时，我们将作出如何的抉择在现实
生活中，有许多人不能明辨是非而选错了道路使自我后悔一
生，应对那些选择了不归路的人们来说，又是如何的后悔与
失去自由的无奈和悲哀。他们用自我犯的过错来警示我
们——这些正处于完美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这些正享受着
生活的完美与自由的可贵的我们，告诉我们应当树立强烈的
法律意识，遵纪守法、学法、懂法、守法。这次法制教育课，
我学到了有关法律的基本知识，也提高了法律意识，更明白
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我，用智慧的头脑武装自我。总之，法
律教育深入人心，深得人心。

社会发展到今日，从现代教育理论的角度要求我们必须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教育本事是为了
培养学生优良的全面素质，而不是单纯的灌输科学文化知识。
开展法制教育，提高了我们大学生的素质，为我们的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文化氛围。所以作为
大学生的我们一方面要自我约束，遵纪守法；另一方面，我
们的学习生活又要有稳定的治安秩序作保障。

经过这次法制教育课程，不仅仅让我对于法律知识和犯罪影
响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更使我心灵上得到了法律的洗礼。
教育和引导我们应对纷纭的社会，应坚持法律，不可逾越之
心；权益，务必维护之理。努力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家园。

法制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我参加了曙光乡教育管理中心举办的学科渗透法制教育学习，
本次培训是由教育管理中心参加二级培训的王云主任主讲，
他从不同的角度向全体听课人员讲述了学科渗透法制教育的
重要性和可行性。通过本次培训，本人有一点粗浅的感悟，
现写出来让同行共免。

一：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当今法制教育刻不容缓

明白了教师不仅教书，还要育人的道理。在培训中我了解什
么叫“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那就是以各学科的教学内
容为依托，充分利用学科中固有的教学内容、教育契机和教
学便利，有意识、有计划而又适度地渗透相关法律知识和法
治理念的教育，以增强学生法制意识，激发学生法制情感，
培养学生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习惯和能力。

二：如何在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方法：

初中数学教材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教师善于挖掘，处
处可以渗透法制教育。认真挖掘数学教材的内容，把教材与
现实结合。例如，在教学《探索多边形的内角和》一节时，



情境设计就出现了一与交通有关的图，从而引出五边形内角
和的探索。就可以利用这幅图进行法制教育的渗透，让学生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若我们的生活中缺少法律，
也会出现混乱状况。在教学科学计数法时，由我国每年新生
婴儿数据可渗透计划生育法等。归结起来，应注意以下几点：

1、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法制素养，解决好“一桶
水”和“一碗水”的关系；

3、尊重教材教、教学，科学导入，分量适中、目标恰当，有
机统一、一箭双雕；

5、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不牵强附会，自然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