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法制讲座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好的心得
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未成年法制讲座心得体会篇一

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法制教育对于种子是阳光，对于树林是水，
对于稻田是肥料……而对于我们小学生，是走到的殿堂的`梯
子。法制教育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学好法制教育就是学会
做人，它教会我们遵守守则；它教会我们不要迷恋电子游戏
机；它教会我们不吸烟；它教会我们不喝酒；它教会我们不
打人；它教会我们不小偷小摸。

今天下午第二节课，学校组织了法制讲座活动，我受益匪浅。

不要自以为是地说：“我们是未成年人，犯罪没有关系。”
在此，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不，你说错了。18周岁以下的
我们是不能犯这5种罪的：杀人、放火、抢劫、吸毒、故意伤
害造成他人重伤。”也不要满不在乎地说：“我一定不会做
这些事情。”

犯罪嫌疑人刘某（男，16岁，湖北省仙桃人），xxxx年10月20
日凌晨2时许，伙同夏某、陈某、黄某等人经过事先预谋，由
陈某携带一把西瓜刀，四人窜至厦门湖里某处的路面，寻找
作案目标，准备实施抢劫时，被治安巡逻队发现，当场抓获。
刘某锒铛入狱。



听了这次讲座，我深刻地明白了不能冲动、不能不懂法、更
不能不守法。我国每年有15万左右18岁以下的少年犯罪，不
知把多少花季少年送进了少管所、工读学校，或许有人认为，
反正未成年人犯了法会从轻处罚而无所谓，但是可曾想到这
会使多少父母悲痛欲绝，给多少家庭蒙上了阴影。

有的简直是对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呀！我们这个年龄段
是最危险的年龄段，易违纪、易上当受骗、易掉以轻心等，
若不严格要求自己，学会保护自己，则易造成违法甚至终身
遗憾的犯罪行为现在青少年犯罪率明显升高，就是由于我们
遇事不冷静，心灵不成熟，判断能力弱，防范意识不强，纪
律观念淡薄等造成的。

我们要与法律作朋友，与犯罪作战斗。我们要知法、懂法、
用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未成年法制讲座心得体会篇二

我是小学六年的班主任。我的学生们马上就要升入初中了。
这些青涩懵懂的`孩子们即将迎来了人生第一次选择，我们在
为他们高兴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忧，担心他们因为不懂法，
或者听不进去家长的劝告而出现不应该的举动。

正在这时，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法律，学习法律，增强
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学校为我们组织了一节法制教育课。
这节法律讲座的主讲人不再是教师，而是市级交警大队的特
级警察志愿者为我们上课。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场及时雨！
看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全社会都
在关注。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和学生都为之惊喜，盼望着他们的到来。
当身着警服的警官走进班级的时候，学生们一双双企盼的双
眼露出了笑容，热烈的掌声响彻了教室。



学生们挺直了腰板，瞪圆了眼睛，仔细聆听了两位警官的讲
座。很多案例的发生让学生听得瞠目结舌。

例如：现在的孩子喜欢玩游戏，上网吧。当听到将官说“一
个14岁的小男孩，去网吧玩cf之类的游戏，有一天有个小孩
在网吧和它发生了冲突，他就把另一个小孩捅死了。”

例如：一个小孩结交了不好的朋友，结果抢钱5元，最后进了
少管所花了5000元。真是得不尝失呀！这是个“慎重交
友“的话题，这是一个处于失去自由的天空的少年发自内心
的悔恨和领悟。警官们把这些道理传达给拥有自由的孩子们。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启发，甚至产生了心灵的震撼。
大家都为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大为惋惜，在惋惜之余我们
更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法律的无知者，在法律面前没有敬畏
之心，只凭一时冲动而铸成大错。在交友方面还要增强判断
力，判断出该交的朋友和不该交的朋友，从而更好的发展自
我。这正是六年的孩子们需要知道的法律知识。但是处于逆
反期的孩子是听不进去家长的说教的，而一身正气的警官讲
述的事例却让他们百分之百的信服，让他们对那些法盲的孩
子感到同情，进而以此为鉴，拒绝错误的发生。

听后我问学生，你们有什么收获？他们都说讲的很生动，而
且以前半懂不懂的法律知识都弄懂了。他们很高兴！不用走
出校门就能拉近与社会的距离。这真是一节生动的法律教育
讲座呀！

警官最后告诉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
要拥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
我防范能力，作到警钟长鸣！这节课对于学生以后的人生道
路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要用法律知识来擦亮自己的眼睛，
用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掌好人生之船的舵，让
我们的生活美如万花筒！



未成年法制讲座心得体会篇三

学校开展了法制教育的讲座，有更详细的说明了造成青少年
犯罪的因素，有进一步为我们这群莘莘学子洗脑。

警官讲的其中一个事例是这样的。有个男孩逃课是家常便饭，
屡劝不改，之后索性辍学了。又结交了一些不务正业的街头
小混混，整日游手好闲，从家里拿钱消费。其母只好托亲戚
给他找了份工作，可他不领情，仍旧宅在家里，并从花鸟市
场买了一只兔子回来，整天窝在家里，想宝贝似的照顾它，
母亲没有给他好脸色看。有天他回家，看见笼里的兔子死了，
他泪流不止并且以为是他母亲蓄意杀害的。他心里埋下了仇
恨的种子，决定为兔子报仇。那晚他母亲下夜班回来，他残
忍的将她杀害，并抛尸山野。

为什么会将自我的亲生母亲杀害这是天地不容，大逆不道的，
根本就失去了人性，可是他又为什么会为一只兔子的死而哭
泣呢?又有谁替他想过?家长有和孩子心平气和的沟经过吗?别
光看我们青少年个头不小，可是心理还是幼稚的很，有很多
的困惑。不成熟的心理往往对青少年造成很大危害。所以说
心理问题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家庭教育
也脱离不了干系。家，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更多为人处事
的道理都是从家里熏陶到的。然而此刻的家长忙于事业，满
足了孩子的物质生活去忽略了孩子的精神世界，没有尽到为
人家长应尽的职责，这也是让人感到悲哀的。社会生活也是
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因素，如果他没和街头混混搞在一齐，
而是结交一些良师益友，或许结局就不会这样了。青少年不
仅仅需要家庭保护，学校保护，也需要社会保护。仅有在这
样一个有机整体的保护下青少年才能健康的成长。

青少年是民族的期望，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怎能忍心，让青
少年的犯罪率像温室效应一样逐年增长呢，让祖国的花朵受
到摧残呢?最为青少年的我们不仅仅要呼吁每个人来保护，关
注青少年，也要学着自我保护，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不要



再让世人看扁我们，做一个真正的21世纪的接班人。

文档为doc格式

未成年法制讲座心得体会篇四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预防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促进平安社会建设。11月18日，团县委联合县检察
院前往任集中心学校开展以“携法同行走好青春第一步”为
主题的预防青少年犯罪主题讲座，县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溪
溪现场为同学们授课。学校师生共计1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讲座中，张溪溪通过向学生们讲解一件件真实的案例，深刻
地剖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类型、原因、对策等，起
到以案释法、以法论事的作用。其次，张溪溪还向同学们讲
解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标准，以
及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等问题，引导学生运
用“法律思维”看问题。通过与学生之间有趣的互动，让枯
燥的法治知识变得鲜活起来，使法律意识“润物细无声”地
走进了每一个学生的内心深处，使学生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法
律知识教育，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收到了良好的法
律宣传效果。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讲座，大家深刻体
会到了解法律知识、敬畏法律尊严、遵守法律规定的重要性。
当遇到侵害时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今后要做一个学
法、知法、守法、用法、普法的好少年。

这场生动有趣的普法讲座在同学们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颗法
治的种子，对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青春第
一步起到有效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濉溪平安建设贡献力量。



未成年法制讲座心得体会篇五

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育具备全面文明素质的人。让未成年
人学会处世、学会说话、学会求知，让未成年人懂得谦让和
尊重生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心得，懂得遵守规则和秩序，
懂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是我们每个学生义不容辞的
责任。因此我认真的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后感触颇深：

未成年人犯罪者可以说是社会大环境的“牺牲品”，是社会
的负面方面在父母们身上的表现。说是“牺牲品”，就是指
未成年人犯罪的根在社会，毁在父母。这只是让妈妈、让社
会、各级党政痛心、焦虑的关键所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缘由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主客观原因通常交错在一起，互
相妨碍，要有效防止未成年人非法犯罪，关键做好以下几点：

一、学习法律常识，树立法律观念。我们每个学生都要仔细
的上好法制课。做到有计划、有课时、有课本，并紧密联系
学生思想实际，使学法、用法作为教师的自觉行动。实践中，
一是注意按照我们学校生的身心特点和了解水平由浅入深地
分阶段、分层次施教。小学阶段侧重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
使其初步认识一些与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法律知识，从小
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品德行为;帮助教师树立法律意识和法律
思想，增强它们区分是非的`素养，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二是要把法治教育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要指导各学科老师
在课堂中结合本学科特点，有观念地渗透法律常识，使教师
在学习科学文化常识的同时得到法制教育。在学校，结合思
想品德课、社会课和语文等学科教学，渗透《义务教育法》、
《国旗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常识;在中学，结合政治、历史、
地理等学科教学，渗透《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规定》、《娱乐场所管理规定》等常识。

二、有效运用方式，提高法制教育效果。一是我们要借助举
办主题班队会、模拟法庭、开展社会调查、知识竞赛、社会



实践等法制教育的方式，通过宣讲法律故事，进行典型实例
审理等，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教育，提高教师学习兴趣，
增强教育效果。二是加强社区教育活动。要依靠社区会、村
委会协助大学和父母做好所在区域学生假期的学习生活及教
育活动，并协助父母做好监护工作，共同做好中小教师的观
念道德和法治教育，特别是做好对“行为偏常”学生的帮教
工作，努力切断青少年非法犯罪的源头，确保学生不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