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制听后感 法制节目的读后感(汇
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法制听后感篇一

我于2011年12月4日看了本年最佳法制人物揭晓及颁奖典礼。
那些人物背后的感人片段让我看了很心酸。

尤其时贫困山区里那些上不起学的纯朴孩子们天真无邪的面
孔，让我看了更加辛酸和难受。

其中有一个片段给我留下了，恐怕是我这一被子都难忘的片
段了。这个片段是一个自上小学以来从来没有吃过中餐的一
个小男孩，再吃过志愿者们提供的的一顿免费午餐时，记者
问他时什么感觉，他一连满意的告诉记者，是温暖的感觉，
当即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如今有多少活再当下的人能真正体会到温暖这个词的真正含
义所在，又有多少生活幸福的人真正满足于当下自己的幸福
生活！

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许多省份的边远山区有很多类似的人生存
着，不是她们不愿意去创造财富，是因为条件有限，或许这
也是我国各种制度和方针下的产物之一。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即将要浪费食物活钱财的时候想
象那些需要帮助的正处在平困中的人们！



微力量对她们而言或许是大帮助！

看到这里我为救人的小英雄感到可惜，他舍己救人的行为正
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但是，他如果用
呼叫的方法让大人来救（因为在不到十多米的地方有人）不
会白白地牺牲自己。而另两位小朋友应该受到批评，这么能
见死不救呢！特别是那个被救小朋友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
假如没有死者的相救死亡将是自己，他应该感到内疚。同时
我也从这个事故中感到凡事都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放假期
间，不遵守这一点，它会毁了一个人、一个家。

面对现代的社会，是一个既有权力膨胀、权利不张，又有道
德失落、人格异化的转型社会，许多人民群众对法律上存在
着疑问甚至迷惑不解。《今日说法》通过对当今社会所关注
的法律焦点问题深入详实的采访和细致透彻的分析，让中国
百姓更了解法律，更客观的感知法律，也让法制二字更贴近
每一个人的内心。

法制听后感篇二

正是如花一样的少应去学知识，学文化的时期，但却有那么
多的少年们成了“抢劫犯、强奸犯、杀人犯”。莫让悔恨伴
青春，电影中的这一个标题说的多么透啊。但是世上有后悔
药吗？没有！所以才会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
百世身。”

对于每个在校学习的学生来说，除却家庭的影响，最多的是
周围同学们的言谈举止以及老师在教育中的影响。但这些都
是外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每个人自身的原因。

古人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都是教育我们要注意生活中的小细节，不
要认为那些事没什么，须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从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以学生的学习为例。可能刚开始时有一次不



交作业，如果不引起重视，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在这个
时候如果仍然不把老师的要求当回事，自我也没有警觉起来，
只是认为不交作业挺简单的，那么就会渐渐地不写作业，进
而成绩逐步下降，最后什么也不会。再想学习想把成绩提高
那可真是难上加难了。此时就产生了一个质变的过程。即：
本来你可能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学生，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学
差生”，最终成了老师们所说的那种“破罐子”，只好破摔
下去了。

怎样样才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呢？我想一个词语就能够说
明了，那就是“防微杜渐”。对于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切不
可掉以轻心，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
第二次。要想让这些事不出现第二次，那么就必须不要有第
一次。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第一次不交作业？不要给自我找什么借口，必须要强迫自我，
牢记这次不交作业的可怕，今后绝对不能够发生再一次的状
况。许多老师（包括我在内）对于学生犯的第一次错误都很
紧张，正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第一次犯错时轻轻放过，那
么就可能会有第二次第n次，以至最终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
“防微杜渐”是我们需时时提醒自我的重要环节。

那么如何做到“防微杜渐”呢？我想孔子说的一句话就能够
的了：“吾日三省吾身。”每一天对自我的所作所为做一个
检讨式的反观自省，看看这一天有哪些事做的不太适宜，今
后要多加注意，倘能经常这样作，那么虽不敢说离圣人不远，
但至少你会成为一个正直、善良、品德高尚、得到大家认同
与尊敬的人。

当然这样做很不容易，但世上有哪些事是容易的呢？或许象
一位哲人说的那件事是最容易的：世上唯一不用花费力气就
能做到的事，就是慢慢变老。



法制听后感篇三

法制，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几
千年来，人类不断追求的也就是这两个字。一个人如果不计
法制，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在清朝
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个公开场合，恶习发作，
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
人的脸。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法制的历史教训。作为21世纪
的青少年，我们应该做到学法、懂法、守法。不去触犯法律，
必须做到有法必依，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在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中，国家都制定了不同的法律制度，我们都要严格遵守。

有这样一个事例：一天，天下着雨，街上行人很少，有一个
小男孩和小女孩放学回家，经过小区附近的一个仓库，远远
看见有人正在从仓库的窗户往外递东西，还有人接过去装进
汽车。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搬东西不开门呢?这几个人鬼头
鬼脑还不进地向四周张望。他们恍然大悟，这是小偷!小男孩
说：“咱们大声喊吧!”小女孩说：“不能喊，得赶快告诉警
察叔叔。”那个男孩说女孩子胆子小。小女孩却说：“我不
是胆小，只是我们俩只是小孩，根本打不过小偷，搞不好小
偷会打我们，东西还是会被偷走。”女孩让男孩赶紧去打电
话，自己则牢牢记住了汽车牌号，并紧紧盯住汽车开走的方
向。警察叔叔根据女孩提供的线索，很快抓住了小偷。小学
生遇到坏人时，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并记住坏人的特征。
小学生年龄太小，力气也小，打不过坏人，自己很容易受伤
害，所以见到坏人坏事，要想办法告诉警察。

我们虽然年龄尚小，但已经接触了社会。目前社会治安中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社会上还存在违法犯罪现象，作
为小学生的我们，遭到不法分子侵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提
高预防各种侵害的警惕性，消除对危险的麻痹和侥幸心理。
同时也要树立自我防范意识，掌握一定的安全防范方法，增
强自身的防范能力，使自己在遇到异常情况时，能够冷静机



智勇敢地去应付。

如果你认为“现在违反学校纪律无所谓的，只要下次不再犯
就行”，那就请你赶快打消这种念头吧!“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在将来会酿成一
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才悔恨呢?违法终是
违法，即使在学校里也要遵守，我们现在要做一名合格的学
生，这样将来便不会走上犯法的道路，能真正成为一名知法，
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法制伴我成长，我们不刀光剑影，仇恨交加了，我们会依照
法律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化矛盾为友谊。法制伴我成
长，我们能自主的生活，大家都深藏法律在心中，就会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那么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端正的，没有摩擦，
就没有战争，我们就有了自由，有了和谐。我们小孩就能健
康快乐的成长，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俗话说得好：“无规矩，不成方圆”，我认为，国无法不治，
民无法不立。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
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做
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国的治国基
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重要目标。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党确立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高
立法质量。20xx年，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我国颁布了宪法修
正案，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写入宪法。在这一时期，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
《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信访条例》《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这意味着中国在法治建



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记得有这样一位传递温情的法官：詹红荔。她创立爱心接
力帮教新机制，先后帮助300多名失足少年，为70多名刑满释
放的少年找到工作：

第一位少年，他从小是在父母的打骂下度过的，因此，他6岁
时流落他乡。而异乡却使他受到种种屈辱，并在他幼小的心
灵埋下了暴力的种子。终于，他犯下了“故意杀人
罪”。“他该死!”这是这位少年在犯法后说的第一句话。这
让詹红荔心中五味杂陈：震撼、愤怒、忧虑......她经过调
查，抓住了这位少年融化坚冰的突破口——审前心理干预，
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她终于成功了!

詹红荔从第一次的成功之中得到了激励，之后不久她又帮助
了其他的许多少年。人们亲切地称赞詹红荔是“爱民为民，
情铸和谐”的好党员，好法官。

“法中有情，大爱无声”，在詹红荔身上展现了一名人民法
官在社会主义和和谐社会建设中立足平凡岗位敬业奉献的优
秀品质。

“法律是根高压线，谁碰上谁触电;法律是个守护神，他惩罚
犯罪，保护好人。”这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法治的重要作
用。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守法的小公民!

法制听后感篇四

老师为了对我们进行法制教育，今天，组织我们在多媒体教
室观看《法制教育》这部碟片。



受了在场法制教育，我深深感到我们小学生正处在学知识，
长身体的黄金时期，我们的判别能离和控制能力还很弱，因
此，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从我做起，自觉抵制不良社
会现象的侵蚀，自觉遵守国家法规，防微杜渐，做一个遵纪
守法的小公民。

法制听后感篇五

上周三晚上，我们全体住宿生一同观看了一档法制教育系列片
《勿让恶习染青春》，影片中的许多青年因为触犯了法律，
关进了少管所里，他们都是由于当时的一时冲动与好奇，造
成了现在的后果，他们都因失去了以往自由的生活而后悔莫
及。

法律是无情的,是公正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片中4名少年
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他们犯罪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后果。他们
为此都后悔不已,但这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他们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时,却都已经太晚太晚了。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基
本上来源于社会和家庭教育。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未来。
如果管理体制有误和受周围不良环境的影响，正在长身体、
长知识的未成年人，由于没有“免疫”能力，那么很容易因
为一步之差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例如2004年4月份，贵陽市公安机关在开展打击"两抢一
盗"(抢夺、抢劫、盗窃)犯罪的专项行动中发现，在贵陽市区
街头的"两抢"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所为，作案
频率高，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据行动第一
阶段的统计，在公安机关破获的南明、云岩两城区的523起各
类刑事案件中，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所作案件占37.4%，
占314起"两抢"案件的73.6%;在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中，未成
年人占42.3%。该局今年第一季度统计，全市共抓获刑事案件
作案成员2000多人，其中18岁以下(不含18岁)的作案成员
占26.2%。青少年犯罪已成为目前"四类"(两劳释放、吸毒人



员、暂住人口、违法青少年)高危犯罪人群之一。

由贵陽市公安局延安西路派出所抓获的，入室盗窃未成年人
一个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在甘荫塘派
出所打掉的抢夺妇女首饰团伙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
的11岁，其中16岁以上6人、14-16岁7人、14岁以下6人。在
其他一些案件中，未成年人低龄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大多达
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最小的只有八.九岁。 2002
年3月，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办鸿门村15岁辍学少年王某，纠
集3名中学生砍死“仇人”。今年2月1日晚，西安市一商贸学
院16岁学生马某，将家属院14岁女学生芦某掐死后实施奸婬。
事后，马某将此事告诉景某，景某帮其移尸，并资助马某100
元让其外逃。法网无情、法网恢恢，伸手必抓，违法必究!一
时的冲动、一时的失误，终生遗憾!给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带来
无限痛苦!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美校园里,生活在自
己的班级里。自然会有各种法律、校规、班规制约着你,而你
必须无条件服从,必须去配合它。因为它是规则而你做为团体
中的一员就必须服从。让我们重视起来吧!增强法制免疫力杜
绝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