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思想讲座心得体会(通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我们如何才能写得
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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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思想讲座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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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思想讲座心得体会篇二

为了能够构建平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地预防青
少年犯罪，今天召开法制报告会，我认为很有必要。这对提
高未成年人思考道德水平和法制责任，进一步增强同学们的
法制意识，接受法制教育，自觉遵纪守法，学会利用法律进
行自我维护，做一名知法、守法的合格学生，会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同时让法制走进校园，这对于建设和谐平安校园，
改善校园环境，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浓烈
氛围，为我们绿春教育的良性发展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要讲三个问题，一是对未成年犯罪有关的法律给大
家作一下简要解释，使大家明确应该如何遵纪守法;二是简要
分析目前校园及周边治安形势，引起大家高度重视;三是要向
同学们提出一点希望，希望同学们立志成材。

一、与未成年人犯罪有关的法律

党的xx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xx大、xx大又提出了依
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有机结合，这就是说，只有依据法律、
依靠崇尚品德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法制氛围中。

法：是体现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判定或认可，受国家强
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的总称。

自建国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法律

法规相继出台。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善了各种法律法
规，教育法律法规也基本得到完善，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又于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于1999年11月1日实施。

这部法律的颁布，预示着我国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纳入到法
制化轨道，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这部法律对未成年人不
良行为的预防和大家探讨。

第十四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
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1。旷课、夜不归宿(偷钱、在游戏厅、网吧过夜现象);

2。携带管制刀具(如带匕首等);3。打架斗殴、辱骂他人;

4。强制向别人索要财务(在学生身上发生特别多，以大欺
小);5。偷窃、故意毁坏财务;6。参与赌博或变相赌博;7。观
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8。进入法制法规规
定的未成年人不适应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等;9。其他严重
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

第十六条规定：中小学生旷课，学校应及时于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取得的联系。

未成年人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所在
寄宿制学校应及时查找，或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收留夜不
归宿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或
在24小时内通知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或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

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及学校发现有人
教唆、引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公
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对未成年人人身受



到威胁时应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其人身安全。

第十九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让16周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

第二十二条规定：继父母、养父母对其抚养的未成年人的继
子女、养子女，应当履行在法律真凭实据，父母对未成年人
子女在预防犯罪方面的职责。

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在中小学附近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
营业性电子游戏厅。

以上，讲的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7条，这部法律
共8章57条，都和同学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同学
们能认真学习这些法律条文。

法治思想讲座心得体会篇三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学校教育已不再满足于对知识的
获取和积累，学生也不能仅仅具备读写计算能力，风云变幻
的世界要求他们具备社会生存能力，更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
法律知识，而语文教学在完成学校德育工作任务方面有着独
天德厚的先决条件。因此，教师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应凭借学
科特点，挖掘教材内容，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法制教育和德育
渗透，传授知识技能，也可渗透法制教育内容，让学生从小
就有法制观念，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养成懂法守法的习惯，
从而健康成长，做个“四好少年”，成为“四有”接班人。

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时，必须将语文教学内容与
法律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法制课，也
不能漠视语文教材中蕴含的法制教育因素，而要恰当地把握
分寸，适时渗透，潜移默化。如：教“赡养”一词时，教师
要与“抚养”联系起来，指出“抚养”是指父母或长辈养育
后代，而“赡养”则指成年子女对父母或长辈的养老行为。



在学生理解词义后，教者进一步引导学生：在《未成年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父母有扶
养教育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权利和
义务是对等的，你有要求父母教育扶养的权利，但也相应的
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从而明白享受权利就要尽义务的道理。
这样的语文教学，使学生在接受祖国语言文字熏陶时，也受
到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

（一）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赞美大自然的课文，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既要指导学生在读书中享受自然美，也
应让他们明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如：语文教材中，
《特殊的葬礼》一文讲的是巴西总统菲格雷特亲自为即将消
失的塞特凯达斯瀑布主持葬礼，号召参加葬礼的生态学、环
境学的专家教授及大批热爱大自然的人，保护自然生态，爱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使大瀑布消亡的悲剧不再重演。
《云雀的心愿》中小云雀看到由于人们乱砍滥伐造成土地沙
漠化、沙尘暴肆虐、洪水泛滥成灾的严重后果，告诉人们森
林的重要性。而《沙漠中的绿洲》讲的则是阿联酋人民不惜
一切代价从国外买水买土买树苗花草，种植绿地，改变生存
环境，使生活更加美好。这组课文通过正反事例告诉我们节
约用水、植林造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组织学生学习《水法》、《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环境保护法》、交流搜集到本地工厂排污造成水污染、破
坏自然环境的资料图片及节约用水常识，并结合“3.22世界
水日”“中国水周”、“6.5世界环境日”开展水法环保宣传
活动，教育学生争做环保小卫士、节水型家庭。

（二）在口语交际中渗透法制教育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学校即生活，生活即学校”。学
生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对世界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口语交际”教学时，也应适时渗



透法制教育，帮助学生作出正确的道德评判，做个知荣辱耻
的人，同时也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口语交
际“学会鼓励”中有这么一段话：张为民买了一套航模材料，
回家拆开包装盒，发现有几个零件损坏，他想去退换却没有
勇气。在教学时老师可以这样引导学生：买了东西，我们就
是消费者，与商家就有了合同关系，就受《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保护，商家对于售出的商品应该保证质量，这种伪劣商
品完全应该找他退换，这是你的权利。商家如果不肯退换，
你可以通过“3.15”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甚至可以到法院起
诉他。通过讨论交流，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法律意识，还提高
了学习法律的积极性。

（三）在作文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现行苏教版小语习作中，有很多内容要求学生关注生活，从
现实生活中取材，这就要求教师在指导学生习作时引导学生
进行综合实践调查，搜集相关资料，善于用法律标准来明辨
是非，增强公民意识。如四年级下学期有两组习作，要求学
生就“非典”、“保护动物”、“环保”等话题搜集资料，
结合法律条文展开大讨论。比如，“野猪到农民地里偷吃玉
米能不能用枪打”、“非典的蔓延是人类食用野生动物引起
的”、“武松究竟能不能打虎”的话题，就应带领学生学习
《野生动物保护法》、从而作出正确的道德评判。再
如：“废旧电池该不该扔”的话题，可以发动学生从《十万
个为什么》、《少年百科知识》中寻找答案，让他们知道一
粒纽扣电池能污染600立方米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
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废旧电池腐烂后所含重金
属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再渗透进入鱼类、农作物中，破坏人
类的生存环境，威胁人类的健康。由此引导学生学习《环境
保护法》、提高环境意识，从自己做起，莫让废旧电池无家
可归，开展“搜集废旧电池，为环境保护出力”活动，使法
制教育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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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走路有走路的规矩，
说话有说话的规矩，做事有做事的规矩，这些规矩就是法。

以前我总以为我们是小学生，法离我们远着呢！直到那天听
了大浦派出所的周所长给我们作的讲座才知道，法就在我们
身边！

周所长和我们谈了许多事例，给我影响映象最深的是有两个
同学因一件小事吵了起来，以致后来大打出手。甲同学一失
手将乙同学推下了楼。两家人因此而闹上了法庭，双方都有
各自的理由，乙同学的家长称对方是故意伤人，而甲同学的
家长不承认，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正当防卫，双方争执不下。

同学们，你认为在这件事上谁对谁错呢?

其实，两人由于一时冲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他们都
有错。同学间有矛盾那是正常的，可我们该怎样处理呢?是像
上面两位同学这样，还是去告诉老师，让老师帮助解决呢?在
这场悲剧中受害的又何尝只是甲同学，他不但给对方带来巨
大的痛苦，同时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痛苦。

如果一个学生没有法律意识，触犯了法律，再好的学习成绩
也没有用的。在此我要真心的对那些爱惹事的同学说一声：
朋友们，多学一些法律常识吧！把勇气和精力用在学习上，
用在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中，你才是真正的英雄。

法治思想讲座心得体会篇五

一个个典型的实例，让我们了解到那些与我们年龄相仿的青
少年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我想，造成他们此刻的样貌，
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法律意识太差，总认为自我做的是小事，
等到弄得不可收拾才反应过来。在这些实例中，有很多人只



是一时冲动，为了解气，才范下了故意杀人罪，当初如果平
下心来仔细想想，自我该不该做这些事，也就不会像此刻这
样。

犯了罪，一关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把一生都毁了。人
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而在人生的旅途中，青
春则是最美丽的篇章，如果把这最完美的时间浪费在那幽暗
而又阴森的且失去自由的屋子里，那一生将会有一道抹不去
的阴影，陷入无底深渊，不能自拔。

青少年犯罪，不仅仅虚度了自我的.青春年华，还会连累到自
我的所有家人，因为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我们，就算是为了
他们，我们也不能做出这种伤害他们的事。

所以，我们要预防犯罪。首先要不断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
制观念，并且要加强控制力，做事要沉着冷静，要分清自我
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做一个合法的好公民。平时要从自
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在交友方面还要增强决定力，决定出该交的朋友和不该交的
朋友，从而更好的发展自我。

但是我想，那些青少年罪犯或许是一时疏忽而误入歧途，走
上犯罪道路，如果身旁有这样的人，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帮忙
他们，让他们感受我们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从而给他找回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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