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不可违教学反思评课(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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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不可违教学反思评课篇一

1、一些法律知识较抽象，虽然是要求“了解”，但其实很多
内容是学生有兴趣想知道的、有疑问的，如“主刑”和“附
加刑”。

2、多使用书本的内容，书本的活动环节是相互紧扣的，使用
起来很实际，但可能例子的时间有点远，可以考虑使用近期
的、相对应的时政热点。

3、部分知识与初一上册内容相结合。

4、要结合知识点，相应做一些知识的建构。如：违法行为的
分类。

5、综观四节课，在课后的了解和复习中，我们看到学生对知
识点的掌握还是不如理想的，需要多种方式进行复习。

法不可违教学反思评课篇二

一、学情分析

初中生正处在身心发展、成长过程中,其情绪、情感、思维、
意志、能力及性格还极不稳定和成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易
变性。他们既可以在良好的教育影响下走向品学兼优、健康
向上的道路,也可以在不良的环境影响下走向道德败坏、违法
犯罪的道路。近年内,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全国刑事犯罪总



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了青少年犯罪
总数的70%以上,其中缺乏法律知识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要
让学生了解哪些行为是违法行为,要懂得什么行为是合法的,
什么行为是违法犯罪的,什么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
果,以及相应地要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从而养成遵纪守法的
习惯。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违法行为的含义及其类别

(2)刑法的含义

(3)犯罪的特征

(4)我国刑罚的种类

2.能力目标:

(1)能结合违法犯罪的有关案例,正确判断什么是违法行为,什
么是犯罪行为。

(2)逐步形成自我控制、约束自己不良行为的能力。

(3)初步学会分辨是非、分析事物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树立尊重规则、尊重法律的观念。

(2)感受法律的尊严,做知法守法爱法的人。

(3)加强自身修养,增强法制观念,防微杜渐。



三、教学重点

使学生能够认清合法与非法行为,初步具有守法观念。

四、教学难点

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三者的区别。

五、教学方式

1.学生学习方式: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究,通过观看案例、表
演小品等活动,在合作和分享中丰富、扩展自己的经验,增长
知识、提高能力。

2.教师教学方式:教师是课堂活动的引导者和参与者,主要采
用启发、引导、创设情境、营造氛围等方式激发学生自主学
习的愿望,在学生在已有的认知水平上通过典型事例进行情感
的升华。

六、课时安排

1课时

七、教学资源

多媒体

八、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请同学们看屏幕

挪用公款上百万,购地买宅乱挥霍,原琼山东山地税所长一审
被判。



原琼山地税局东山地税所长蔡某,当所长不到两年,挪用税
款127万余元,购地皮买私宅。目前,蔡某因挪用公款罪,被一
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教师:原琼山地税局东山地税所长蔡某,他犯罪入狱说明了什
么问题?

学生:说明了谁都不能违法,违了法就要受到追究和制裁。

教师:对,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不可违。这就是今天我们
一起来共同探讨的问题。

法不可违教学反思评课篇三

教学目标：

一、知道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

二、了解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学会运用法律维
护合法权益。

三、了解我国法律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增强自我防
范意识。

教学准备：

教材、多媒体课件

教学重点、难点：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做学法守
法用法的人。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学法，
知法，用法，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成熟的标
志，因此，我们要做一个自觉认真学法用法的人。那么，怎
样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呢?现在我们要将学到的法律知识进
行梳理，整合，构成科学系统的知识网络，以提高我们对法
律知识的认识和掌握，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

新授课：

专题一：做学法守法用法的人

学生自主复习，教师引导。

一、学法、知法

1、走近法律：

(1)我们身边的规则有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类型：道
德;纪律、规章;法律。

道德依靠舆论习惯和信念的力量，力求在人们心中定出准则;

纪律、规章按本单位本团体的需要，定出要局部适用的准则。

法律则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下面我们就来复习掌握有关
法律的一些知识。

(2)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二是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具有强制性;三是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3)法律具有两个作用：

一是规范作用，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规范人们的行
为。法律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作用，例如，日常生活
中，法律通过解决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维护人们的合法权
益。我们享受权益，需要法律的保护。再如《刑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
以保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我们学法，守法，用法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以守法为荣，
以违法为耻，是我们应树立的价值标准。

不违法是人们行为的底线，要做到不违法，就要了解什么是
违法。

2、法不可违：

所谓违法，就是凡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作出法律所
禁止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凡是违法行为都对社会有一定的危害性，按其轻重划分，可
将违法行为分为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两类。民事违
法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的情节比较轻微，相对刑事违法行为
而言，对社会危害性较小，因而称它们为一般违法行为。刑
事违法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是犯罪行为。

3、犯罪：

所谓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并依法应受刑
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的行为。严重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第二，犯罪是一
种触犯刑法的行为。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标志。第三，
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刑罚当罚性，是犯罪严重危害
性及刑事违法性的必然结果。犯罪历来是国家法律打击的重
点，犯罪分子终究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

根据刑法的规定，我国刑罚的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

主刑，是对犯罪分子适用的主要刑罚，包括管制、拘役、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
刑罚方法，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

犯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家庭、对社会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任何一类违法必将承担法律责任。按其违法类别分别承担行
政制裁，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不管哪一种责任都会影响我
们的大好前程。所以我们应认清犯罪危害，加强自我防范，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开始时往往不会引起我们的注
意，可一旦发现，却为时已晚了，这就需要我们懂得防微杜
渐的道理。

二、守法、用法

1、加强防范，预防犯罪：

首先要认识哪些行为是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这些不良
行为往往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前兆，未成年人就应加强防
犯，预防违法犯罪。

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

具体做到：应自觉树立法律意识，维护法律的尊严，自觉依
法自律，做一个守法的人;加强道德修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要从小事做起，谨慎交友，防微杜渐，避免沾染不良习气，



防患于未然。

2、特殊的保护，特殊的爱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
法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置了四道防线。
同时我们青少年自己也应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我们维护权
益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法律。由于我们对法律知识知道得不
太多，常常需要帮助。因此，要了解一些能够提供法律服务
和帮助的机构。

3、求助有路

(1)能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的机构有很多：法律服务
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援助中心等。

(2)维护权益的有效手段：

非诉讼手段：是我们维护合法权益常用的有效手段，它通过
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等各
方面反映问题寻求帮助以解决问题。

诉讼手段：它是人民法院主持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的处理纠纷
的程序，是维护我们合法权益最正规、最、最有效的一种手
段，是保护我们权益的最后屏障。

4、善于斗争

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既不能忍气吞声，也不能私
自报复，要用正确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

临危不乱，是胆略与智慧的表现，在险境中，我们要保持镇
定，要迅速调整自己的言行，有效地保护自已。保护自已的
生命健康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学会借助各种社会力量



保护自已，决不能硬拼和蛮干，一定要力求在不伤害自己的
前提下，比较巧妙地借助社会力量将不法分子抓获。具体的
好办法有很多，如，呼救、拨打110报警、暂时妥协，记住象
貌，事后报警等。

总结：在学法上，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如法律的特征，违
法行为的分类等，应该准确地识记，然后将所学知识在小范
围内进行综合，再运用到生活实际中以达到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目的。

典型例题解析：(课件中)

板书设计：

专题一：做学法守法用法的人

一、学法、知法

1、走近法律

生活中的规则：道德;纪律、规章;法律

法律的特征和作用

2、法不可违：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

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

行政制裁、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刑罚种类：主刑和附加刑

3、犯罪：含义、特征、危害

二、守法、用法



1、加强防犯，预防犯罪

认清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

增强法律意识、加强道德修养、从小事做起

2、特殊的保护、特殊的爱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

3、求助有路

法律服务和帮助的机构

维权的有效手段：非诉讼手段、诉讼手段

4、善于斗争

既要勇敢、又要机智

法不可违教学反思评课篇四

众所周知，初中思想品德课重在对初中学生情感、态度、价
值观养成的训练。情景的设置是学生理解课本、领会课堂内
容的重要途径，本节课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学习，让学生在各种有趣
的情景设置中，理解、掌握所学的知识。本课亮点很多几点，
主要记录如下：

一、上课有激情

教育学指出在教学中教师的精神力量，对学生的发展有着直
接的作用。上课始终保持一种课堂教学的激情，这种激情很
容易感染受教育的小团体，这种良好的氛围让班级里学生能



上课的认真听讲，踊跃的交流发言。

二、学生与老师交流充分，适时更正学生的错误

教师在整堂课中不断的与自己的学生交流，在提出给学生思
考的问题时能尊重学生的感受、体验，遇到可能回答不确切
时，能适时纠正学生的错误。教育学指出，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的统一活动，其活动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技
能同时身心和思想品德获得一定的发展。在教育过程中学生
是一个完整的人、发展中的人和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人。学
生即是教育的对象又是学习的主体。安学栋老师在教学做的
就很到位，能够正确认识教师与学生相互的关系。

三、教法使用得当

在整节课的讲授中，安老师采用了丰富的教学方法。通过创
设情境、小组讨论、自主阅读课本内容等，引导学生完成新
课程的学习。教育学指出学生在教学中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学
习将会极大影响他们的态度和性格。例如，学生只是被动地
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或是机械地模仿并死记硬背教师传授的
知识，常常会养成学生盲从的、无主见的态度与性格。与此
相反，激发学生积极的探索精神，引导他们逐步依靠自己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会养成学生独立地、创造地、友善地
实现目标的态度与性格，进而形成其顽强意志与完整性格。

四、教学设计完美，首尾呼应

本节课教学设计比较完美，能够做到首尾呼应。课堂起始环
节提出哪些行为是违法的，课堂结尾时再对这些行为进行评
价与总结，使学生对课程能够有完美的把握。

另外，在我看来，安老师的课堂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调
动学生方面还可以再加强锻炼，教材知识深浅的把握方面还
有待提高，但这些缺点都不会淹没了本堂课的优点。总之，



《法不可违》一课，无论是在实践新的教学理念，还是在注
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法不可违教学反思评课篇五

情感态度价值知识能力

感受法律的尊严，增强法制观念3.4.1违法行为的含义与类别
理解知道违法行为的含义与类别;懂得不违法是人们的行为的
底线。3.4.2刑法和制定刑法的目的了解知道什么是刑法和制
定刑法的目的。3.4.3犯罪的含义及基本特征了解识记犯罪的
含义及基本特征。3.4.4刑罚与刑罚的种类了解知道刑罚的含
义，了解刑罚的种类。

【教材分析】本课内容主要是引导学生明确为什么要遵守法
律，在内容设计上共两目，第一目“谁都不能违法”意在帮
助学生了解什么是违法，课文通过“小勤的事例”说明不违
法是人们行为的底线，之后通过三个情景引出违法的含义，
填表区别三种违法含义及区别。第二目“犯罪必受惩罚”引
导学生了解什么是犯罪行为和刑事处罚。通过教学让学生明
白不论什么原因，只要触犯了法律，就是违法行为，都要受
到法律的制裁，以提高学生的守法意识。

【学生情况分析】针对初一年级学生思想不成熟，法制意识
不健全的思想认识的现状，针对初一学生理性和逻辑思维能
力不强的现实。同时又结合异地教学对学生不够了解的实际。
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新闻题材导入，以自主探究、角色扮演、
案例分析方式，比较分析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和懂得知识、
培养学生能力、从而形成相应的价值观。

【教学重难点】

重点：知道违法行为的含义及并区别三种类别，犯罪的含义



及基本特征

难点：感受法律的尊严，懂得谁都不能违法，犯罪必受惩罚。
懂得不违法是人们行为的底线。

【教学方式】

学生的学习方式：自主探究学习法、小组合作交流法、对比
分析法。

教师教学方式：多媒体、案例分析法、实践探究法、设疑讨
论法。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新课导入：

引用“我爸是李刚”这句网络媒体频率较高的话。设问：

1、是否了解这句网络红语背后的真实故事?

2、故事的结局如何?1、思考并回答1、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
积极性

3、初步形成法不可违的认识活动一：

第一步：以小梅同学收集的案例与资料让学生分享：

1、孙兴吸毒

2、娱乐明星高晓松酒驾

3、大学生药家鑫撞人且杀人

4、拾金而昧



第二步：以小梅困惑求助的方式提出系列问题。

1、你能告诉我，吸毒、醉驾、杀人、拾金而昧都是什么行
为?

2、它们分别属于哪种类别呢?为什么?

3、区别罪与非罪的标准?

4、如何区别民事、行政违法行为?

第三步：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究，解答小梅的困惑。

第四步：知识抢答。

教师总结：无论是名人还是百姓，无论是以什么形式违法，
都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如果我们追求高尚的道德人格任重道
远的话，那就至少我们不能违法，因为这是我们行为的底线。
1、学生了解图片背后的新闻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