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学法制渗透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数学法制渗透教案篇一

四年级数学渗透法制教育教学总结（2012——2013学年度第
二学期）

数学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在数学学科知识中同样蕴含
着丰富的法制资源。关键是如何开发好利用法制教育资源与
数学教学课堂相结合，以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作为一名小
学教师，承担着增强少年儿童法制意识培养教育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结合小学数学知识，谈一下我在数学教学中是怎样
渗透法制教育。

一、充分利用数学教材中潜在的法制教育知识点

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教师就要钻研教材，充分挖掘
教学中潜在的法制教育元素，寻找法制教育的切入点和渗透
点，把法律知识自然的融入数学教学中。例如，我在讲折线
统计图时，在练习中我引导学生关注沙尘暴，了解沙尘暴对
人类的危害，以及最好的防治方法就是多植树。培养学生学
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自然的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的第二十六条。

教师在渗透法制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渗透方法，使法制教
育与数学教学自然融合，切不可喧宾夺主，把数学课上成法
制课。在小学数学课堂中，还是应以数学知识的传授为主，
法制教育为辅，教师应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德育、



智育的双重教育目的。

二、讲解学生身边的数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适时
的渗透法制教育。

例如，讲课过程中联系学生身边的数学知识：市场经济中的
交易、股票交易、天气预报等等，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如，在介绍统计在生活中的运用，同时介绍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明确学习数学的意义，从而激
励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热情。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渗透法制教育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法制
教育。

例如合作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等等。在“方向与位置”教学
中通过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能力。
通过活动让学生明白大家在一起讨论、思考，既要为别人的
学习负责，也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让学生体会团结协作的
重要性。

总之，法制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和几堂课就能解决的事情，只
有在平时教育中加以重视，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深
化、细化法制教育。教师要把法制教育与各学科教学相结合，
渗透到相关的学科教学中。把传授科学知识同法制教育有机
的相结合起来，让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人才。
让我们共同携手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起一片纯洁干净的法制
天空，促使他们身心健康快乐的成长。

2013年7月6日



数学法制渗透教案篇二

法制教育总结

小学学习生活是学习生涯的起点，也是人的习惯养成的关键
期；小学阶段对于学生的总体发展十分重要，它将影响着一
个人的长期发展。从小培养学生法律意识，进行法律素质培
养教育，不仅可以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更重要的是促
使他们养成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因此，在各科教学中都要增加法制含量，加大法制
意识培养的力度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实施法
制教育的学科体系。现将我自己在本学期数学教学中渗透法
制教育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找准“渗透点”。数学学科教材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育
人因素。因此，法制教育中的渗透必须依托教材，离开了教
材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教材中的育人因素，大多
寓于知识之中，呈隐性状态。探寻到知识教学与思想教育的
最佳融合点，即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的“渗透点”。学生是
教学的主体，学习的主人，教育的对象，这就要求法制教育
工作必须既遵循学生认知的规律，又要符合思想教育的规律，
只有找准渗透点，思想教育才能直透心田。

二、把握“渗透时机”。教师从教材出发，觅到源头——渗
透点后，引出源源流长的“活水”。随着教学进度随机渗透，
因材施教，法制教育的特点是动情晓理，“情动”而“知书
达理”，这就是说渗透的方法、形式、时机都应利于创造最
佳的渗透氛围，即学生认知与接受渗透的最佳心理。不能因
为渗透而置教学知识于不顾，牵强附会，强行渗透，也不能
只顾及教学，对法制教育或敷衍了事或事过境迁才勉强渗透。
这样都会破坏课堂教学的整体效应。由此可见，把握好渗透
时机是为了获取最佳渗透效果，只有精心设计教学，充分运
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与方法，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三、法制教育教学中处理好渗透的“点”、“时” 至关重要，
找准“渗透点”是重点，把握“渗透时机”是难点。教师要
做到因材施教、寓情于教，才能有机地熔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智力发展和思想陶冶于一炉，发挥课堂教学法制教育的
主渠道作用。将法制教育渗透到具体的教学中，学生不仅能
学到科学文化知识，还能从小树立法律意识；提高保护自己
的能力。做一个学法、懂法的小学生。

2014年12月31日

数学法制渗透教案篇三

四年级数学渗透法制教育教学总结（2012——2013学年度第
二学期）

教师：卢凤萍

no：42 数学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在数学学科知识中同
样蕴含着丰富的法制资源。关键是如何开发好利用法制教育
资源与数学教学课堂相结合，以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作为
一名小学教师，承担着增强少年儿童法制意识培养教育的历
史使命和责任。结合小学数学知识，谈一下我在数学教学中
是怎样渗透法制教育。

一、充分利用数学教材中潜在的法制教育知识点

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教师就要钻研教材，充分挖掘
教学中潜在的法制教育元素，寻找法制教育的切入点和渗透
点，把法律知识自然的融入数学教学中。例如，我在讲折线
统计图时，在练习中我引导学生关注沙尘暴，了解沙尘暴对
人类的危害，以及最好的防治方法就是多植树。培养学生学
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自然的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的第二十六条。



教师在渗透法制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渗透方法，使法制教
育与数学教学自然融合，切不可喧宾夺主，把数学课上成法
制课。在小学数学课堂中，还是应以数学知识的传授为主，
法制教育为辅，教师应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德育、
智育的双重教育目的。

二、讲解学生身边的数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适时
的渗透法制教育。 例如，讲课过程中联系学生身边的数学知
识：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股票交易、天气预报等等，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如，在介绍统计在生活中的运用，同时
介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明确学习数
学的意义，从而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热情。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渗透法制教育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法制
教育。

例如合作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等等。在“方向与位置”教学
中通过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能力。
通过活动让学生明白大家在一起讨论、思考，既要为别人的
学习负责，也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让学生体会团结协作的
重要性。

总之，法制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和几堂课就能解决的事情，只
有在平时教育中加以重视，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深
化、细化法制教育。教师要把法制教育与各学科教学相结合，
渗透到相关的学科教学中。把传授科学知识同法制教育有机
的相结合起来，让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人才。
让我们共同携手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起一片纯洁干净的法制
天空，促使他们身心健康快乐的成长。

2013年7月6日



数学法制渗透教案篇四

教学案例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 曾 浩 教学理论依据：

数学教学是以教学逻辑系统的理论知识为主。教学知识应该
与一定的情景相联系。教学中，我力求紧密联系生活实际，
使学生感到数学即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以此激发学生
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同时，注重为学生提供主动探究的机会，
使学生在猜想、验证中，探索到图形的特点，让学生体验数
学知识构建的过程。

多姿多彩的图形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图形，通过学习，学
生既可以了解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在生活中的普遍性，又能
提高数学欣赏能力和空间想像力。

教材以让学生欣赏美丽的图形入手，从而感知生活中普遍存
在不同的图形。然后通过思考一和思考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认识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的特征，建立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
等的概念。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通过观察生活中的大量图片或实物，体验感受认知以生活
中的事物为原形的几何图形，认识一些简单的几何体 。（长
方体，正方体，棱柱，棱锥，圆柱，圆锥，球等）的基本特
征，能识别这些几何体。

2、初步了解三视图，体会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关系，
为初三学习三视图打基础

（二）过程与方法：



能由实物形状想象出几何图形，由几何图形想象出实物形状，
进一步丰富对几何形状的感性认识。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经历从现实世界抽象出几何图形的过程，感受图形世界的丰
富多彩，激发对学习空间与图形的兴趣，通过与其他同学交
流活动，初步形成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主动与他人合作交流
的意识。法制教育：

在思考练习中利用国旗图案和国徽图案渗透《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第一、二、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
第二条和第三条。 教学重点：

识别简单的几何体 教学难点：

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几何图形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1.多媒体课件

2.正方体.长方体.圆柱.圆锥.棱柱.棱锥.球等 3.一些图形图
片 学生准备：剪刀.图画本.彩纸.胶水.圆规.直尺.水彩笔
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引入新课

1.出示实物（文具盒，魔方，茶叶罐，足球，漏斗）想象出
几何图形？

2、课件出示国徽图案，同学们能从这个图案中想象出几何图
形？

这里正好给学生渗透《国徽法》的第二条和第三条。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周围



是谷穗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按照一九五零年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制作
说明》制作。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一切组织和公民，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徽。

3、让学生找出一些生活中熟悉的几何图形？

这里正好给学生渗透《国旗》法的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旗的尊严，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发扬爱
国主义精神，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主席团公布的国旗制法说明制作。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

4、让学生给立体图形归类。

让同学们谈谈本节课的收获。六.作业

1.习题3.1 第1、2题

2.预习3.1.2 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

数学法制渗透教案篇五

2~2数学·二年级



版别：人教版

渗透点 1 学科内容

二（上）/第二单元/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二）/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

可渗透的法制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教学要求和方法

要求：知道。

方法：案例说明，结合实际，拓展延伸。示例或说明

3、师生共同讨论：客车超载 会有什么后果？课件出示相关
资料：2009年10月28日，江山市发生翻车事故，造成11人死
亡，17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很重，翻的车辆准载19人，而
车上坐了28人，出现了严重的超载现象。

4、教师小结：客车超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交通安全事故
（相机引导，向学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相关内容），希望同学们外出时不要乘坐超载的客车，注
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2~2数学·二年级

版别：人教版

渗透点 2 学科内容

二（下）/第六单元/ 克和千克 可渗透的法制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教学要求和方法

要求：初步了解。

方法：实例分析，结题点睛。示例或说明

1、在教学“克”和“千克”的认识时，教师指导学生通过手
来掂量一克物品和一千克物品的重量。

2、当学生感受到一克物品很轻时，教师告诉学生：一克物品
很轻，但一克毒品对人的危害很大。相机向学生介绍《中华
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内容，从小培养学生“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的意识。

2~2数学·二年级

版别：人教版

渗透点 3 学科内容

二（下）/第八单元/ 统计/第106页/例1 可渗透的法制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教学要求和方法

要求：初步了解。

方法：结合实际，结题点睛。示例或说明

1、结合例1中对新入学学生体重的测量的统计，引出一年级
学生入学年龄问题。



2、教师问：

（1）你们是几岁上学的？（6岁或7岁）

（2）不到六岁的小朋友能读一年级吗？

3、教师向学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的相关
内容，使学生明白要慢六周岁才能读一年级，儿童必须接受
义务教育。

女装批发，蝴蝶铺

http:// 6s78fqscmz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