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制的心得 大学教师法制学习心得
体会(优秀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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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的心得篇一

法制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我国这样
一个尊重法律、注重法治的国家，大学教师更应当具备法律
意识和法律知识。为了进一步落实法制化教育，高校法制教
育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一名从事法学教育
的教师，近期我参加了一次大学教师法制学习，受益匪浅。
今天，我想通过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我的学习心得体会。

第二段：学习内容

此次法制学习的主题是《宪法与公共法律基础》，内容涵盖
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等方面。在课程中，我更深
刻地认识到宪法在法律层面的至高无上地位。作为国家的最
高法律法规，宪法规定了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和理论，是其他
法律法规的根本依据。同时，我还学到了法律的基本概念和
法律体系，这对于我教学工作的开展，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
素养都至关重要。

第三段：学习感悟

通过这次学习，我认识到了自己在法律知识方面的不足，这
也再次提醒我在教学工作中必须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
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在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之间的差距也
很大。做好法学教育，不仅要有扎实的学科知识，还要结合



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将理论知识渗透到日常工作之中。

第四段：学习收获

学习使我感受到了法制教育对于大学教师的重要性。对于一
名教师而言，法制意识是保证课程质量的重要先决条件，只
有在法制知识和法律素养方面具备足够的积累，才能有效地
将它们应用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此外，参加法制学习也
有助于教师提高自身的素质水平，进一步提高对法律的认识。

第五段：总结

大学教师法治教育是我们日常教学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是
教师提高法制素养和责任意识的关键环节。法制意识和素养
的提高，不仅要加强理论知识的积累，更要关注实践能力的
提高。通过这次法制学习，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也意识
到进一步的学习是尤为重要的。这次学习不仅让我对法律体
系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是让我在法制教育中受益匪
浅。

法制的心得篇二

为贯彻育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我校法制教育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根据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国家中
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有关要求，《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
普通中小学实施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工作实施方案》（黔
教法发[20xx]152号）结合市、区渗透法制教育工作的相关要
求，进一步加强我校法制教育工作，提高自身认识，学生树
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树立爱国意识、守法意识、自我保护
意识和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养成遵纪
守法，提高学生学法、知法、守法和用法的能力。在学校的
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本人在20xx年9月——20xx年暑期期间自
学了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的相关内容，受益匪浅，现将自
己的学习心得作如下小结：



青少年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呈上升趋势；而且低龄化、危害
程度大。加强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引导其健康成长、培养社会主义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

题有关的.人物、事件；也不乏凶杀、复仇、违规操作导致恶
果等情节。教育学生学法、守法、用法也是各个学科中不可
忽视的重要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应为引进源头活水，或课
内、或课外，或请进来、或带出去，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因此只要我们认真专研教材，随处都可以找到法制教育的切
入点。

创设法制教育渗透点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积
极创设情境，使学生在身临其境、在心感其情的状态中，达
到主动地学习学科知识，提高法律知识的能力。上课、作业
布置与批改、练习、课外辅导、考试、实践活动等环节，都
蕴藏着法制教育契机、都可以渗透法制教育。就看善不善用、
会不会用、利用得是否有智慧。当然不能本末倒置教学过程
应以学科教学为主。不能把教学重点转移到法制教育中去，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得不偿失，即完不成教学任务又无法让学
生懂得法律。要注意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是以学科教学为
主法治部分只需要了解，再说我们大多数教师不是法律专业
毕业的，根本无法讲透法律。

尊重学生情感、人格。不能把法制教育等同于讲法律、敲警
钟、训斥学生，更不能随借题发挥，讽刺挖苦。尊重学生的
认知能力。法制教育也必需因材施教必须掌握好度。要提高
教学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以深入浅出的方法，使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生动形象的事例、形式丰富的手段实施渗透教学。增
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力，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作为老师首先要提高思想、不断的学习法律、法规。不断提
高自身的法制素养。知道身边更多的法律事例，要形成教学
渗透法制教育的习惯。



法制的心得篇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日趋完善，法律意识的重要
性日益突显。而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更应该具备
强烈的法治意识和法制素养，在教学科研实践中扮演法律监
督的角色。为了深化法制教育，提高大学教师法规意识和法
律素养，我参加了大学教师法制学习，下面就我从法制理念、
法规认识、法律运用、法治精神、教学实践几个方面，谈谈
自己对法制学习的认识和体会。

一、 对法制理念的认识

在学习法制课程中，最先了解的自然是法制理念的核心内
容——法治。法治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社
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障。而大学教师作为社会文明和进步
的引领者，其法治思想和法治意识尤为重要。法治意识不仅
仅是了解法规和法律条款，而更重要的是要善于从法律角度
思考问题，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意识，从而发挥大学教师的
法律监督作用。法治思想对大学教师的教学实践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让我更好地了解了我的法律职责和身份，更好
地履行大学教师的法律职责。

二、 法规认识的提高

法规认识的提高是大学教师法制学习的重要目标。在学习中
我了解了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等法律文件，领略了我国法
律文化的深远影响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丰富法规知识
和法律常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我也加强了对
大学教师教学中常见法律问题的了解，比如学术研究中的知
识产权保护、劳动管理中的劳动法律、学生管理中的学生权
益保障等，坚定了教师遵守法规的决心。

三、 法律运用的技巧



了解法规只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掌握法律运用的技巧。在
学习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掌握常见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法，
了解法律的运用方面，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作
为大学教师，除了要掌握自身的法律职责，还要熟悉和了解
相关法律条款，对于学生产生的法律问题和退学、开除等涉
及知识产权或合同问题在于多方面矛盾中 的处理，都应该有
自己的主见和理智的处理方式。法律运用技巧的提高是法制
学习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四、 法治精神的感悟

法治精神是大学教师法制学习中的一大重点，也是教育工作
中重要的理念之一。怎样抓住法治精神，更好地将其贯彻于
教育工作实践中，是值得大学教师思考的问题。作为大学教
师，我们首先要对法治精神有深刻的认识，树立法治信仰，
以法律为准绳，自觉地进行法治实践，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建立起“敬畏法律”的意识。

五、 教学实践的提高

一切学习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应用于实践中，大学教师的法
制学习也不例外。大学教师的教学实践必须考虑到法律法规
等的制约。在实践中，大学教师要合理运用法律，及时解决
教学中的法律问题。比如，规范学术研究行为，保护知识产
权；尊重知识合同，合法维权等。大学教师的教学实践必须
遵循法律原则，做到以法律为依据，增加教学考核中对法律
素质等方面的考核。不断提高大学教师教学法规意识，才能
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法制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大学教师法制学习已渐成日趋完善的日常教育内
容之一。大学教师应该自觉学习，提高自己的法制素质和法
规意识，将教学实践和法律的有机结合起来，扮演好法律监
督的角色。同时，在教学实践中，要遵循法律原则，做到以
法律为准绳，将法律知识和法律技巧运用于教育实践中。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制的心得篇四

最近，贵阳市正在搞“三创一办”活动，贵阳市交警队联合
贵州电视台通过媒体曝光，纠正行人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两人都有错，女司机不应该不遵守交
通规则，在中华路逆行，即不知错，还动手打人。结果，被
拘留十天。女记者也很不文明，记者说话应该礼貌，可她却说
“丢脸”一词，这样不就是在侮辱别人的人格吗？如果她说
话礼貌一些，态度好一些，温和一些。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了。

女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又乱打人，女记者也不该这样对别人
说话。所以，我们从小就应该懂法、守法，做一个文明的`好
公民。

法制的心得篇五

今天下午学校组织我们初二的学生举行了一次法制教育活动
讲座。教官给我们列举了很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青少年犯罪
的案例，有的深刻沉重，有的生动形象，并且进行了正反两
面的评析和引导。通过这个讲座活动，我们了解了一些法律
知识，增强了法律意识，使我们认识到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要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记得老师曾对我们说过：“每个人的生命在初生时都犹如一
张白纸，成长的过程就是就是给这张白纸添上色彩的过
程。”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所不同，能够使白纸变得五彩缤
纷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邓小平爷爷曾指出：加强法制重要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
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法制



教育。因此，我们每位中、小学生都应认真学习法律知识，
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

法制的心得篇六

今天20xx年5月30日，我校专管安全教育的吴xx副校长抽出时
间为我们做了一次《法制教育专题讲座》，听后使我们明白
了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违法的，遇到坏人坏事该如何应对。
那一个个鲜活的例子犹如一面警钟，告诫我们不能犯法，不
然就追悔莫及了。让我们的少年儿童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好
习惯，长大后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有位学生说：以前总认为如果有人打了我，我也必须还手，
就算是把人打伤了也没事，谁让他先来侵犯我的。可听了讲
座我才知道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了。如果把人打伤了，两个人
都有责任。就算没打伤也违反了校纪校规。这就说明了对学
生进行法制教育是必须的.，让学生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同时进一步为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
强化法律意识，丰富青少年的学习生活。

针对目前社会出现的青少年犯罪现象，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兼备的青少年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对此，在教育课上，
吴副校长从法制教育的意义、违法犯罪的危害性、如何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做了生动的阐述，并通过旁征博
引，列举具体典型案例，以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学生们的法律
意识和法制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提高自己保护能
力。法制讲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加上他风趣幽默的论述
和具体生动的事例引起了在场青少年的极大共鸣，让老师们
也增长了知识，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上
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法制的心得篇七

这个星期，我们听了一次法制教育报告。我从中受益匪浅。



其中，有三个与我们差不多的同龄人，本来应该享受在学习
的阳光中，却因为一时的差错而误入歧途，现在还在少管所
内接受着管教。

有一个是入室抢劫。他是因为抢劫时被发现而被抓。他之前
还抢小学生的钱，去打劫，等等。还有另外一个是杀了人。
当听到他所犯下的罪名时，我心中不禁打了个寒战，我们这
么大年纪还有杀人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在抢劫的时候别
人不给钱，一时情急之下杀了人，另一个人被他的匕首砍成
重伤。最后他去公安机关自首了。

我觉得很奇怪，未必钱的诱惑就真的那么大，而值得人们光
天化日之下去打劫？我觉得这是很不值得的。毕竟遵守法律
是道德的底线，就算我们再怎么自尊也不能违法乱纪啊！而
抢小朋友的钱更是不对。也许，我们可能跟他们一样，昨天
是霸占运动场地、“借”钱什么的，今天是抢那些小朋友的
钱，明天可能就做了犯罪行为，被关起来失去了自由。难道
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也许积少成多就是这个道理吧。

就不屑于学习，渐渐就踏入了歧途。而现在，我也是这种情
况。我希望自己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做一个好的自己。

希望，我在听过这个讲座后能够警醒一些，把成绩搞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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