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诈骗专题讲座心得(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反诈骗专题讲座心得篇一

我们的孩子__x是合肥市安居苑小学的3年级学生，学习成绩
比较优异，并且在《数学大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论文，
我们家长也经常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和自豪，下面在此和
大家交流一下培养孩子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如有不当
之处请多谅解。

一、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让孩子“快乐学习”

恺佶从小时就很爱学习，我们家长看准了孩子的这个特点，
特别注重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保护孩子学习的兴趣，使孩
子从小至今一直把学习当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们家长
从来不给孩子定学习任务，而是经常通过游戏的方式引导孩
子，比如用扑克牌算24点，早期的时候让孩子玩电脑教育游
戏软件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每当发现孩子的学习有了进步，
掌握了一些新的知识，家长就要毫不吝啬地表扬他，增强他
学习的快乐感受，引导和培养他爱学习的习惯。

二、不给孩子施加学习压力，适当的时候帮助孩子减轻压力

孩子的心灵是比较脆弱的，压力太大可能会给孩子造成负面
的影响甚至丧失学习的兴趣。我们家长从来不给孩子施加学
习压力，没有要求孩子考试要考多少分以上等等，恺佶有时
候测验或考试没考好，心情特别沮丧，我们家长在这时候往
往是对孩子进行保护，安慰他，鼓励他，帮助孩子减轻压力，



使他迅速地从失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等过一段时间后再来
总结上一次失败的原因。我们觉得这样做在保护了孩子同时，
也教会了孩子正确面对失败的办法。

三、培养孩子自觉学习和独立学习的习惯

孩子在学习时家长不要在旁边陪着孩子，让孩子养成独立学
习和自觉学习的习惯。每天放学，恺佶基本上都在家长还没
回家的情况下很快地写完作业，写完作业后孩子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看电视或干些别的事情，我们家长从不干涉。通过
这样不仅培养了孩子自觉学习和独立学习的习惯，而且使孩
子养成了写作业不拖沓的好习惯。

四、尊重孩子的兴趣，注重培养孩子好的兴趣

恺佶在很小的时候，看见别的孩子都学乐器，我们家长就按
照自己的想法给他报名学电子琴，可是孩子对学琴没有多大
的兴趣，一到练琴时间就哭。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我们反
省了自己的做法，最后决定让孩子放弃学琴。这件事也一直
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理念。要尊重孩子的兴趣而不是家长的
意愿，家长应当注重培养孩子好的兴趣，带领孩子去体验一
些活动而不是逼迫他，引导他的一些好的兴趣如学习的兴趣，
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体验快乐，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
的事。

五、注重表扬孩子的优点与特长，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孩子往往并不知道自身有哪些优点与特长，我们家长要善于
发现孩子的优点与特长，引导孩子发挥自己的优点与特长，
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恺佶也和所有的小孩一样，有些方面有
优势，有些方面有劣势，我们家长经常注重表扬孩子的优点，
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参加一些自身有优势的项目，一方面发挥
孩子的特长，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六、注重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

我们经常与孩子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沟通和交流，鼓励孩
子把他的感触和情绪表达出来，了解孩子的喜怒哀乐，对孩
子所说的一切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我们有时也让孩子参加
大人的一些活动。在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掌握孩子的动态，
更重要的是通过平等对话唤起了孩子心灵深处做人的自豪感
与责任感。

反诈骗专题讲座心得篇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网络诈骗现象日益猖
獗，危害着我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为了提高自身的防范意
识，我参加了一场反诈专题讲座，此次讲座让我受益匪浅，
在心理防范、技术防范和实际应对方面，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和认识。

心理防范是预防诈骗的重要手段。这场讲座也着重强调了心
理防范的重要性。主讲老师告诉我们要保持警觉心，远离贪
小便宜的心态。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应该保持头脑清醒，不
要被花言巧语所蒙骗。另外，学会使用正常心理学的知识和
技能，尽早发现并遏制不良心态，预防被骗的情况出现。

技术防范是反诈的重要方法之一。远离互联网诈骗须将技术
防范作为基础，做好电脑、手机、移动支付等防范措施。例
如，设置密码、加密、管理权限等诸如此类的安全防范措施
均需得到充分的应用，这些技术措施会防止庞大的信息泄露，
确保网络安全。

实际应对能力是必要的。如果被诈骗，我们应该及时报警并
向警方相应机构递交各项警报，同时保留进一步处理的有用
证据。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诈骗需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一
般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及时发布预警，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就可以有效避免受骗的风险。此外，我们还应该树立正确的
金钱观，保持合理的消费水平，给我们自身预算一份合理的
经济支出，这些都能有效预防受骗情况的发生。

通过这场反诈专题讲座，我不仅了解了诈骗的种类和预防措
施，更加明确了自身的脆弱和处置危机的能力，也更加认识
到了防范诈骗的高度重要性。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将
切实践行讲座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全力保障个人安全，维
护自己的权益。

在现代信息时代进行反诈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希望越来越多
的机构和个人都能关注信息安全，更积极的维护自己的安全，
共同加强网络防范，让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明。反诈事关
诸多人的安全财富，望每个人从心理、技术和实际上都增加
攻击面的风险预测能力。如此，我们才能以一份更高的标准
去保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反诈骗专题讲座心得篇三

在当今社会，骗局层出不穷，各种涉及到诈骗手段的案件也
不断涌现。如何应对诈骗，保卫自己的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
成为了每个人必备的生存技能。近期我参加了一次反诈专题
讲座，下面就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听取专家讲解，了解诈骗手段

在这次讲座中，我受益匪浅。首先，专家详细讲解了当前流
行的诈骗手段，如电话诈骗、网络诈骗、短信诈骗等。此外，
还介绍了一些案例，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骗子如何利用漏
洞获取受害者的重要信息，以及怎样逐步让受害者落入骗局。

第三段：如何防范诈骗，提高识别能力

除了了解诈骗手段，专家还给出了很多实用的应对方法，提



高我们的识别能力。比如，如果收到不符合实际的短信或拨
打电话后只听到售货员延展的繁琐语言，就要警惕可能存在
的诈骗。同时，所有不明来路的电话、邮件或短信都需要引
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当然，平常我们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安全
意识，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轻易泄露。

第四段：理性看待所收到的信息

无论是网络诈骗还是电话诈骗，骗子的诈骗手法变幻莫测，
很难保证每个人不会上当受骗。但是我们可以尽力让失误或
受骗的情况发生尽可能减少。我们需要学会理性看待所收到
的信息，建立正确的判断标准，以防止被骗子的触角所侵害。

第五段：总结

此次反诈专题讲座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意识，而且加强了
我们的反诈技能。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持续加强自
己的反骗意识，不断与这个善恶并存的世界进行斗争，以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反诈骗专题讲座心得篇四

上周的`星期五下午，学校请了新渥派出所的杨警官和羊警官
来我校进行了法制教育。

我们来到内操场，调整气氛后，便开始了今天的法制教育讲
座。杨警官首先说了几个案例：小明和小青是两名在校学生，
经常向别人勒索钱币，特别是比自己小的低年级的小学生，
有的2元，有的5元，有的甚至17元……不交钱就实施暴力，
让那些小学生不得不交钱。后来总计上百元。最后，他俩受
到处罚。

第2个案例是人身安全。陈某和罗某是“有名”的小混混，经
常打架，群殴，这些不良的行为。有一次，陈某和罗某的好



友，在外面打架输了，叫陈某和罗某去帮忙复仇，他们拿着
刀去复仇了，最后，那位原来胜利者却死亡了！陈某和罗某
犯故意杀人罪，处有期徒刑13年，赔偿人民币10万元。

第三个案例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一个正在读书的姑娘，因为
天生缺陷残疾，经常被别人嘲笑，特别是她的同学——杨利。
有一次，杨利给她取了一个外号，让一群低年级小学生在校
门口喊。那天放学，姑娘一出门，一群小学生就围过来，大
喊她的外号，姑娘恼羞成怒，想:一定是杨利，就计划着复仇！
一天，姑娘请他去林子里玩，他去了。刚开始他们还有说有
笑，到了林子深处，姑娘沉下脸来，说：“你为什么要嘲笑
我并取我外号。”随后，便拿出水果刀，向杨利刺去，然后
又用力数刀，结束了杨利的生命。在这场原是杨利的错的案
中，却那姑娘被处有期徒刑19年之久。

警官说，大多青年犯罪都是因为思想不成熟，听别人挑拨。
因为他们性格自私，自己有太多不良习惯不改正，父母娇生
惯养，没有社会责任感。看了不良视频，立刻产生了幻想，
这样就会走上歧途。小时候犯错，说声：“对不起！”只要
改正，可能就过去了，因此我们从小就该懂得，“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当然，平时我们不良习惯有：

1、不认真学习

2、弄虚作假

3、不讲公德

4、盲目跟别人攀比

5、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以强欺弱

6、跟别人称兄道弟……



该怎样改正。

假如自己快是受害者了怎么办呢！被歹徒盯上了怎么办？要
冷静，向人多的地方走，求助路人、邻居、朋友，先把少量
的钱给他，尽量拖延时间，记住他的样子，协助破案，有机
会一定要报警……最后校长又重复了：“这些犯罪的犯人都
会接受法律制裁的，不要以为敲诈别人一元、两元没什么大
不了，其实你已构成了犯罪。”

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因
为你是高高在上就放给你，不会因为你有权有势利就原谅你，
更不会因为你有钱就饶恕你！总之，我们从小要学会懂法，
就一生受用。

反诈骗专题讲座心得篇五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法
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道德强调人类
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
道德。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
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
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
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
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
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
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
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
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
常是阿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
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
我行为。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
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
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
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

虽然有一种公认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标准，但在具体的司法判
决中，道德评价则往往成为个体化的、而非社会性，因为是
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法官在判决案件中，而不是整个社会在
判决案件?虽然法官在代表社会判决案件。如果法官在判决案
件中，以道德评价作标准，那势必是审理每个案件的具体的
法官所认定、所接受的道德观念和标准，而不是社会公认的
道德观念和标准?尽管在内容上，法官所认定、所接受的道德
观念只能同公认的社会道德观念相吻合，但它在形式上是个
体化的，这种形式上的个体化最能发挥作用和产生实际效果
的。司法判决的这样一种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最后起作用的必
然是一种个体化了的道德评价?即使有这样一种社会性的`道
德评价机制，也是我们所不赞同的。这种个体化的评价机制
很难不出现主观性、随意性和专断性，最后有可能导向一种
新形式的“人治”—即法律形式外衣下的人治。因此道德评
价如果在司法、执法中普遍运用，就将潜在在存在着将司法
判决变成法官个人意志的“司法人治”的可能性。而法律评
价机制坚持的法律标准、依法司法等，导向的是“司法法
治”，它同法治的要求相吻合。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
德要求，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接受并通过一定程序法定化
了的道德标准，它是维持一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道德准则。
法律是为社会普遍成员制定的行动准则，它照顾和反映了普
遍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