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 法纪法制
教育班会教案(优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一

学习一些家居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成
自护、自救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学会如何实施自我保护。

例举法，讨论法。

案例|一、3月31日11时55分，河南省潢川县小学生杨明亮
（男，8岁），在丰台区富丰桥东韩庄子路口步行由北向南横
穿机动车道时，被由西向东驶来的李元元（女，24岁，北京
市公交总公司603车队）驾驶的大公共汽车当场轧死。

案例二、2月11日14时5分，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村村民薛新开
（女，7岁）在由南向北步行横穿公路，适有河北省固安县解
家务村司机杨建中（男，19岁）驾驶农用四轮车由东向西驶
来，农用车将薛新开撞出，薛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
亡。

1、分组讨论、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要靠路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
与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
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在公路上行驶。

（1）2016年4月23日下午，廉江市安铺镇3男孩结伴下河捞蚬
不幸溺水，导致2死1失踪。

（2）2016年1月8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郝家庄上郝村西塘
处，因开发商挖沙导致地面出现大坑，聚集河水后结冰，4名
小学生和1名幼儿在冰上溜冰时不慎落入坑中溺水死亡。

（3）2016年3月3日，海南乐东中学2名初三学生到河边钓鱼，
不慎落水身亡。

（5）2016年6月9日，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杨庄中学7名初三
学生结伴在莱芜汇河下游游泳时溺水身亡。

（6）2016年6月9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桃洪镇文昌村5名
小学生在桃洪镇竹塘村向家山塘游泳时溺水身亡。

（7）2016年1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广东汕尾陆丰市湖东镇南
四坑水库发生一起溺水事故，造成4名小学生死亡。

（8）2016年1月7日，河南信阳光山县南向店乡天灯小学发生
一起溺水事故，造成4名儿童溺亡。

（9）2016年4月21日，广东珠海中大珠海校区一名2016级本
科生凌某，在校园内沕水湖意外溺水身亡。



（10）2016年5月5日，北京市吉利大学一名大二学生在十三
陵水库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1、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2、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相助。

3、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越来越多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
况，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
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
或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
证室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主持人：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
却忘记要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很
大的安全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
食品。

1、预防食物中毒，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洗



衣服、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盖（一月一次）。

2、保持教室、宿舍及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
不暴饮暴食的良好习惯。

3、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瓜果、不吃腐败
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不喝生水、不吃零食。

4、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
装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5、不吃三无产品食物，不吃发霉、变质的食物。

6、不乱吃野果，更不要捡路边的果吃，以免中毒。

带她回家等花言巧语骗取了杨某对他的信任，上了他的摩托
车。半路上，他企图_污杨某，却被杨某狠狠地咬断一截舌头。
歹徒惨叫着逃走了，但他因落下伤残，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捕
获。

2.讨论案例：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小组展开讨论。谈谈自己的
感受。前者不但勇敢而且机智，因为她不但保护了自己，而
且打击了歹徒。而后者的胆孝恐惧不但助长了歹徒的气焰，
还使自身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面对不法侵害，特别是
严重的不法侵害，首先要勇敢。因为勇气能给人以信心，给
人以力量，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1）、不吃陌生人的东西。

（2）、不听陌生人的话。

（3）、不跟陌生人走。

（4）、不和陌生人讲话。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二

小时候，经常听到爸爸妈妈和大人这样教训我们小孩子“要
听大人的话”、“要听老师的话”，现在我小学四年级了，
我再听到大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了，因为我们
有自己想法了，如果大人们再这样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强加给
我们的话，我会认为他们是不对的。有一次我悄悄把我的想
法告诉了老师，老师竖起大拇指表扬了我，还告诉我我们国
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少年保护法》呢，还说《青少年保
护法》规定家长、老师、学校还有社会都要对青少年担负责
任，要好好教育我们，不准让我们做不能做的事情。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同学们，好多同学高兴极了，说，那这
下子没有人再来管我们了，我们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喽，
可我又觉得同学们的想法更是错的了，你想啊，如果上课有
人为了自由大声讲话，影响其他同学多不好啊，如果在马路
上自由玩耍，不遵守交通规则多危险啊，俗话说：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自由式相对的，是有条件的。

鸟儿空中飞，鱼儿水中游，它们是自由的，但如果把鸟儿放
在水里，让鱼儿离开了水，那么它们不仅得不到自由，而且
会很快死掉，人走在马路上是自由的，但如果不遵守交通规
则，乱走马路，被车辆撞倒，那就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所以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比如当你走进图书室，
里面静悄悄的，只能听见偶尔翻书的沙沙声，对于一个想看
书的人来说，这一片宁静多么宝贵啊，因为人人都遵守图书
室的规定，大家就可以享受这静心阅读不受干扰的自由。若
有人不遵守纪律，高声谈笑，这自由就消失了。

所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小学生遵守纪律，听老师的
话是对的，纪律看上去是限制了好多好多自由，但就是因为
这样，纪律才让大多数人在同一个规则下享受了自由，也保
护了自由。有了约束，人才是安全的，社会是有序的。我知
道有的同学很聪明，但他心思不用在学习上，而是用在调皮



捣蛋上，喜欢逞强好胜，比如有的人在别人走路时他突然伸
出一只脚讲别人绊倒；有的人故意损害公共场所物品；有的
人以大欺小。所有这些都是法律和学校规定不允许的，所以
我们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听老师的教诲，只有这样，我们才
有宽松安定的学习环境，自己和同学们才能安心学习玩耍，
我们才能健康成长，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学们，听了我刚才的演讲，你一定也会觉得我们要听大人
的话、要听老师的话是对的了吧，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一
个听话的好孩子吧！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三

1、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有关法律的基本知识，掌握一些比
较适用的法律条规。

2、能力目标：在了解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自己及旁人
的行为有正确的认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知法、懂法、
守法的合格的小学生。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自
我保护意识，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校良好的学风以及社会的
稳定发展。

情景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传统教学工具与现代教学工具相结合

一、导入新课

亲爱的同学们，当你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与人擦肩而过时；当
你走在僻静的乡间小路留恋于周围的美景时；当你与别人交
往接待时；当你购物时；你是否想到"侵权"两个字，为了自
己和他人的安全，为了每个人幸福和快乐，让我们多掌握一



些法律知识，增强我们的法律意识吧。为此我们准备了这次
《法制教育进课堂》主题班会，在这次班会上我们将通过各
种形式来了解掌握法律法规常识，从而使我们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

二、讲解新课

1、法制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
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

2、我们中国的法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法律的产
生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原始社会，是没有法律的。那个时候，当
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出现矛盾时，往往采取“以牙还牙”
的报复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依靠法律来解决。如果一个部落
的人杀了另一个部落的人，那么另一个部落的所有人都会为
被杀的那个人报仇。这样整个社会非常混乱，大家的人身安
全每天都受到威胁。只有在夏朝建立后，才通过制定法律来
防止这种混乱。所以法律是从夏朝开始的。

3、说出你所知道的有关青少年的法律法规的名称：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四

我校专门聘请法制校长来我校为孩子们进行《宪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教育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法
律法规的讲座，以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通俗易懂、直观明
了的方式，以案讲法，以案释法，增强学生学习法律知识趣
味，进一步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要求学生和家长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举案说
法》、教育电视台《青少年与法》等法制栏目，使学生和家
长通过观看，对社会更加了解，从而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学
法兴趣，使学生和家长自觉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教育、伦理道德教育、法制与纪律教
育。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五

1、整体感知故事梗概，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课文内容。

2、欣赏斑羚飞渡的悲壮美画面，感受献身精神。

3、探讨置疑，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珍爱生命、关爱动物”的观念。

5、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的部
分条款。

6、明辨本文狩猎者行为的是与非。

7、探讨：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应怎样和谐相处？

（一）重点：感受斑羚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美德。

（二）难点：理解课文主旨。

一课时。

一、引入新课



1、讲述在一次森林大火中，蚂蚁家族迁徙抱团变成球体滚动
使种族生命得以延续的故事，导入课题。

2、介绍作家及作品

3、关于斑羚知识

二、默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故事内容。

示例：一群斑羚羊被狩猎队逼到绝境，在面临种群灭绝的关
键时刻，用牺牲一半挽救另一半的方法成功飞渡。

2、理清文章脉络

（1）斑羚飞渡历经的过程

身陷绝境（极度危险）――峰回路转（一线生机）――斑羚
飞渡（从容一跃）――走向彩虹（英勇献身）

（2）给文章分层次

三、研读课文，探讨问题

（反思：抓住镰刀头羊三次叫声的不同来分析。）

明确：采用了外形、动作、神态、叫声四种描写方法；表现
了它富于智慧、有决断力、遇事镇定、临危从容、勇于自我
牺牲、视死如归等美德。

问题3：选读课文，找出课文中三次主要写到彩虹的句子，分
析其作用。

明确：第一次：渲染一种神秘的色彩，推动情节发展，头羊



之所以想出飞渡的办法，或许就是受了彩虹的神秘启示；第
二次：烘托飞渡的气氛，渲染飞渡的悲壮美；第三次：渲染
头羊自我牺牲的崇高之美。

明确：不是仅指彩虹，更是象征镰刀头羊行为和精神的闪光。

明确：每一只获得新生的斑羚，都是以另一只斑羚身体为跳
板完成飞渡的，是这些必死的斑羚组成了新生的桥，所以说是
“用死亡做桥墩”。

四、总结扩展，渗透法制

（一）本文描写的斑羚的悲剧是被尊称为“万物之灵”的人
类造成的，本文中人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是自然的侵
害者和掠夺者。作者批判了人类的这种侵害行为，引发人们
深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九条：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
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野生保护
动物。

第十六条：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因科
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
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
捕证。

第三十一条：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
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五、作业

1．课后阅读描写第一对斑羚飞渡的段落，并复述全过程。

2．从斑羚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六

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养成
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好习惯，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校良
好的学风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方法：通过案例分析和学生参与讨论事例增强学生的法制观
念。

过程：

一、导入

小学法制主题班会教案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
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
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
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
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未成年人
尤其是未成年中学生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依法自律，正确对
待父母和学校的教育，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
十分必要。

二、主要内容



(一)你对法律知多少：

1、说出你所知道的有关青少年的法律法规的名称。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2、请你举例说说哪些是未成年人不能做的事情

旷课、夜不归宿，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偷窃、故意毁坏
财物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适
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
像制品读物等，打架斗殴、辱骂他人，携带管制刀具等等。

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分别做出了一些禁止性规定，中学生不应当
违反这些规定。要自觉做到：不吸烟、酗酒、流浪、聚赌、
吸毒，不弃学经商、从工，不进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
人活动的场所，不看淫秽、暴力、凶杀、恐怖等书刊、录象，
不侵害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正确对待父母和学校的教育

是很可贵的，有些未成年学生对家长和教师的教育缺乏正确
的态度。如认为父母“赶不上潮流”，对父母的话听不进去，
甚至动不动就与父母顶撞，耍态度，发脾气;对教师的批评教
育很反感，认为是和自己过意不去。如果连教师、家长的正
确教育也不接受，那就很容易在生活的道路上出现偏差。

(三)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应该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
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案例一：小陈是一个农村姑娘，9岁时由父母做主，同一个21
岁的男青年订立了婚约。男方给了小陈的母亲1960元礼金。
小陈13岁时，提出要与男方解除婚约。男方不肯，坚持“要
人不要钱”。小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便到法院起诉，要
求解约。法院经过调查，在做好疏导工作的基础上，依法裁
决由小陈的父母退还男方1960元礼金，小陈与男方解除非法
婚约。就这样，小陈依靠法律，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例二：小周家住湖北农村，是六年级学生。1996年月11月3
日，在骑车回校途中，不慎将8岁女孩小雷撞倒在地致伤，雷
家要求周家赔偿，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雷家到镇派出所
报案，要求周家赔偿损失。派出所召集双方家长调解未成，
于是派人到学校将小周带派出所拘留。周母到派出所要求放
人，派出所答复，必须交纳1000元才放人。周家因家穷被迫
四处筹钱，但仍不够钱，被迫写下欠条，之后，派出所才放
出小周。小周回家后，越想越不服，联想起在学校学的法律
知识，决定讨一个说法。于是小周向当地法院递交起诉状，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派出所行为是违法行为，必须退还周家
交纳的钱。小周终于依法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七

2. 预防青少年犯罪，

3. 让学生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

学生主持，加以学生表演等形式

一、身边的法律(班长主持开场)

1. 案例一：

2. 学生谈感想、讲身边的事情



3. 请学生指出所知的违法行为

法律就在我们的身边，许多的时候是由于我们的不知法，不
懂法而造成的犯法犯罪的，学习有关的法律知识就非常的必
要。

4. 国家的有关的规定

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年龄段称为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
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
抢劫、贩卖*品、防火、爆炸、偷渡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年龄段成为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年龄段称为
减轻刑事责任时期。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
这一年龄段称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同时刑法还明文规定，
因不满十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加以管教;在必要
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二、预防青少年犯罪

1. 案例二、三、四

案例二：

小伟是一位初中生，平时就喜欢开玩笑，搞恶作剧。今年年
初的一天，他看到路边的广告语“当你有困难或麻烦时，请
你拨打110”，灵机一动，谎称自己因钥匙丢失，无法进家门。
赶来的警察识破了他的谎言，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责令其父
母严加管教小伟。一向娇惯孩子的父母并没有很好地批评和
教育小伟。而小伟却在感到有趣、刺激之余产生了畸形的报
复心理。从此，他经常拨打“110”，进行干扰或谎报假警，
一个月竟多达三十多次。终于在一次利用磁卡电话进行假报
警制造恶作剧时被警察当场抓获。小伟的行为已经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案例三：

闵某，15岁，是河南省岁三县某中学负责纪律的副班
长，1999年10月15日，因午睡时潘某说话，闵上去用小棍敲
打潘某不小心打在同桌沈某的头上。沈某挨打后就骂闵某，
两人并发生撕打，被同学拉开。10月18日中午12点多钟，闵
某约沈某在后山谈发生争执的事，沈对闵的“权威”仍不服
气，闵某认为沈没有把他这个副班长放在眼里，一拳将沈打
倒在水沟里，并用削笔的小刀在沈某颈部划了两刀，当沈某
求饶时，闵某又抓起一把土塞进沈某嘴里，然后解下皮带将
沈某勒死。闵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最近，闵某被
依法判有期徒刑2019年。

案例四：

武汉市某中学林某在校园里，不慎将姑母从国外带回来送给
他的派克钢笔弄丢了。该校钟某刚好路过，他拾起钢笔回班
上课。林某的同学张某、宋某正好目睹钟某所为。林某得知
钢笔被钟某拾到便找他索要，钟某先是佯装不知，后见有人
作证，便搪塞说放在笔盒里不知被谁拿走了。学校多次做工
作，钟某依然不肯归还。林某便向法院起诉，经法院调查，
依据《民法通则》判决钟某限期归还，否则赔偿林某经济损
失200元。

2. 青少年犯罪的十大征兆

10) 过分追求物质享受，染上了一些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习惯，
如抽烟喝酒等。

3、 做个知法、懂法、守法的青少年

1. 预防犯罪的一些措施



2. 学一点法律知识

3. 不4. 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4. 不6. 结交不7. 良的朋友

5. 不9. 看黄色书籍

6、 作业

你从今天的班会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以此为题写一篇周记。

法制教育班会内容摘要篇八

1培养学生的基本法律意识,帮助学生树立守法观念。

2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了解并知道如何运用法律的
武器来保护自己。

3通过案例分析与学生的'讨论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

据统计,在我国,25周岁以下的人犯罪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
青少年犯罪日渐攀升,每年新产生的少年犯人数竟高达15万。
这些犯罪行为的形成,除了受某些外界因素影响外,青少年违
法犯罪的自身原因很重要。那么怎样才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呢?未成年中小学生应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依法自律,正确对待
父母和学校的教育,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十分
必要。

1、说出你所知道的法律法规。

2、师总结并出示课件。

法律词典:



犯罪--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问题1哪些行为属于不良行为?自己有没有不良行为?

问题2、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自身原因还有什么?

自我预防--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大量事实证明,不良行为习惯正是走向违法犯罪的开始。青少
年要从小事和日常生活做起,堂堂正正走好人生每一步,坚决
摒弃不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