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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数学教学中的法制教育 
◆张羽魁 

（贵州思南县大河坝镇泥溪育才学校  贵州思南  565102） 

 
摘要：小学数学是小学教学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加强

法制教育，是当前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小学法制教育

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将学科教育渗透大智教育作为对学生实施法制教育

的主要途径，要求中小学法制教育，要以有机渗透方式融入学校教育的

各个学科、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本文对数学教育教学中的法制教育渗

透进行初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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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是小学教学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如何在数学教学中
加强法制教育，是当前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小
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将学科教育渗透大智教育作为对
学生实施法制教育的主要途径，要求中小学法制教育，要以有机
渗透方式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学科、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一、教师要有法制渗透意识和相关法律知识 
老师要有法制渗透教育的意识和相关的法律知识，这样才能

有的放矢和随手拈来，达到得心顺手的境界。比如在上四年级数
学人教版第七单元条形统计图时，就可以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并要求学生知道这部法律名称的同时，也了解其中的
第二条。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
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还可
以介绍一下第七条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
商户和个人等统计对象。必须依照和国家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的提供以及调查上所需的资料，不得不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成
的统计资料，不允许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解题教学中教师要有敏锐的洞察能力，抓住关键次，简明扼
要的渗透相应的法制教育。例如，在教学四年级数学人教版第一
单元大数的认识时，插图中地球说：“我快背不动了”说明了什
么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交流，引领学生探究。同时在
渗透《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法制教育。在此
基础上引申渗透《中华人民共和传染病防治法》《中华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等法制教育。 

二、渗透教育要坚持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 
学校、家庭和社会应注重引导未成年人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

理特征，调解自己的情绪，加强自己抗挫能力的培养，以适应社
会上各种环境的考验。因为，未成年人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他们
已开始产生强烈的独立意识，不想事事依赖成人，想独立去处理
一些问题，但是，他们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又跟不上独立意识的发
展，往往分不清是非，易偏激和固执使自己的行动带有很大盲目
性，这就需要我们成人对他们进行整体引导，逐步提高他们能分
析和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要以身作则，谨小慎微，每时每刻为
人师表。随时随地做学生的行动指南，言行一致，遵规守纪，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引领学生，感染学生，熏陶学生，教育学生。例
如，在教学四年级数学人教版上册第六单元除数是领位数的除法
中的例六“学校共有 612 名学生，每 18 人组成一个环保小组，
问可以组成多少组？”先让学生读题，在让学生交流环保是什么
意思？知道学生观察插图中同学们在干什么？然后引导学生联
系生活时间说说我们身边的具体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
怎么办？再渗透《中华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法制教育，并以身
说法，以身作则，以身引领学生书里环保意识，参加环保行动。
假如你刚刚说完就顺便朝地上吐痰，随手就将烟头扔到脚下或者
窗外，那么全班同学刚听到的和见到的是不是会大吃一惊呢？因
此，教师应该切实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切不可掉以轻心，更不
可出尔反尔。 

三、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注重自身师德修养 
法制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数学教师，不仅要传授学

生的数学知识，而且要注重自身的师德修养，还要善于学习法律
知识，强化法制观念，做好学科教学渗透法制教育工作，从而为
培养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合格公民，而在学生心中从小就种下社

会主义法治文明的种子。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与教师接触的时
间 长，教师自身的形象和教师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对学生的影
响是巨大的、直接的。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认真做
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深入理解新的教育思想切
实提高教学水平，更应该容注重自身良好素质的形成，这样才能
培养出具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合格人才。 

学校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劳动者的光荣任务。当今社会，
作为一个劳动者，法律素质高低越来越被重视。宪法关于“实行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对未来劳动者的
法律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应
试教育的阴影仍然存在，不少学生成了应试教育条件下的失败
者。他们年龄还小，心理压力大，心理发展很不稳定。在他们身
上，容易养成不良习惯，发生违法行为，加上一些学校应试当先，
忽视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极易导致上述学生造成或轻或重的法
律后果，使得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高。因此当前为适应建立“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充实和完善学校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加强法制教育，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尤为重要。 

四、结语 
数学课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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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处着手，把
法制教育渗透到数学日常教学中，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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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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