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教学探讨　10　2021 25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初步探索初中语文教学中法制教育的有效渗透
黄　英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38

摘　要：作为祖国花朵的学生，他们是民族的希望。 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发展稳定有关。然而在近些年来各大新闻媒

体播出的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却层出不穷，并且呈现出犯罪数量一年比一年不断上升甚至犯罪年龄不断低化的严峻趋

势……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我认为法制教育可以从小抓起，从刚刚对世界充满挑战心的初中学生抓起。这就要求我们的初

中语文教育工作者们充分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适时恰当地把法制教育渗透到初中语文学科教学的方方面面中去。建立好规

则才能保证良好秩序的有效遵行，而法律则是维护良好秩序最有效的保障。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就特别强调过，我们的

法制教育“必须要从青年开始”，让法治精神可以渗透到校园中去。 其实认真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有许许多多与法律教育

有关的内容材料在初中语文课本中出现，初中语文教师正好可以抓住这种独特的条件，把握住语文教育教学的时机，恰当地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对初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渗透。由此，这篇文章我主要想探索一下如何在初中语文学科教学中适当地给

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有效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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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针对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这一主题，国家总书记习

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概括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有新目标、新方
针、新路径和新方法［1］。”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制教育的重
要性。伴随着近年来我国新课程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教育部
也越来越重视语文学科教学在学生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学教育在语文学科日常教
育教学中的渗透自然也越来越被看重。

处于青春发展关键时期的初中学生，他们的身心正在经
历着迅速的发展和变化。这个时期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的特点：
那就是可塑性。想要做到与法同行，就需要从小建构好学生
对法律的认知，从小学法才能尊法、知法、守法和用法。因
此需要我们的初中语文教师要善于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些身心
发展规律和特点，自身要树立好完备的法律常识和正确的法
律意识，教师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常识，才能
做到在日常的初中语文教学中积极主动地将法制教育知识与
初中语文课堂知识巧妙地融合起来。结合当前初中语文教育
实际，初中语文教学中必须重视法制教育，从小学好法律，
掌握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这已是初中语文教育教学中
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以下便是我对初中语文学科中渗透法
制教育的几点浅说： 
一、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法制教育的意义

针对当前初中学生法制观念淡薄、学校法制教育略显薄
弱的现实状况，因此对初中学生进行法制宣传的教育刻不容
缓。初中语文教师可以结合初中语文教学中涉及法制教育的
内容，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运用多种
方法对学生进行法律内容的有效教育。同时，由于教学方法
和教学方法的考虑，学生可能不仅要学，还要学好，真正掌
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知识。

近年来，由于社会、教育、家庭等的影响，我国青少年
犯罪率有所上升，对社会、学校、家庭、个人都造成了负面
影响，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从小学习法律知识非常重要。学
校学生需要从小学习法律，对法律有很好的理解。学生了解
法律后，他们才会懂得人们的行为会受到法律上的限制。因
此，对儿童的法律教育是预防犯罪的基础，也是引导所有学
生进步和全面发展的基础。

二、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如今，有很多学生由于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

对自己没有严格的要求，自认为学校的规章制度没什么大不

了，久而久之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加约束，进而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使自己悔恨终生。因此，作为学校特别是中学期间，
学校课程教学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对初中学生进
行法制教育的渗透。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应从
教学中引入法律知识，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从而让学
生树立法律意识，作为一名合格的守法公民。

1. 从新课改的角度来看，法制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
必要性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应为提高学生守法
意识，做一个合格的守法公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之中。因此，初中语文老师在教学中中应把法治教育渗透
到教学之中，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学到法律知识。比如语文
老师在教 < 长城 > 等课文时，先引导学生对现实中不尊重法
律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做一名合法公民的好处，让学生初步了
解法律给自己和国家的重要性，再引导学生自主探讨得出结
论，然后老师总结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让学生在课堂中体会
到遵纪守法带来的好处。

2. 从德育的时效性来看，法制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
必要性

中学生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
让学生树立法律意识，以及学生具有法治观念，让学生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主要途径，更是国家实施
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需要。中学生法治教育离不开学校道德
教育，道德教育是法制教育的基础具有支撑性的作用，两者
还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如果没有规范积极的道德意识，学
生也不会有意识的去学法，更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感，更加
谈不上去遵守法律。也不会用法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做到自觉守法。

3. 从学生自身成长特点看，法制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
的必要性
   初中生处于发育期，对很多事处于似懂非懂的阶段，好奇
心重，没有形成对事物固定的认识，具有可塑性。《中小学法
治教育指导纲要》提出，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法治
观念是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主要是让学生了解
日常生活中有规则，人们必须遵守它，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能
做什么，哪些是不能做的。以及了解自己具有的法律权利和
义务等等。主要在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
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

总之，在初中语文课堂中引入法治教育，既丰富了初中
语文教学的内容，也提高了法治教育的时效性，也让初中语
文教育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实际。增强了学生的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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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确保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三、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法制教育的可行性
加强学生法治教育，学校中语文教学必须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语文教学内容来源于生活，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法
律法规知识在初中语文教材中体现的也比较全面，可以根据
它自身的特点，从多方面进行挖掘，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和
法治观念。可以通过课堂内和课外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法治教
育，以及通过多种方式辅助进行。

1.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学习法律知识
初中语文课文中的内容来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我们在初

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真正
体会到法律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这样学生既学到了知
识又接触了法律知识。如在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分析鲁
提辖人物形象时，他为人打抱不平的方式通过武力的方式来
解决，提出问题在如今这种方式可行吗？引导学生了解这种
方式不可行，结合现实生活遇到类似的矛盾时应该要通过法
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学到知道还
能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

2. 在课外阅读中了解法律知识
语文教学不仅在课堂，更多的在课外阅读中。语文学习

离不开大量的课外阅读，可以通过课外阅读来进行法治教育，
这样的方式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初中语文的课堂教学
中，可以要求学生读些经典的书籍，比如《鲁提辖拳打镇关
西》中，鲁提辖打死郑屠，虽然鲁提辖为人们打抱不平，郑
屠比较恶，也是个坏人，但是作为老师可以引导学生，郑屠
在当代该不该死？即使他该死该不该由个人来审判？要让学
生知道这种行为在当今是犯罪，遇到类似的事应该由法律来
审判，而作为个人没有权力。要让学生根据现实情况来分析
而不能效仿，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办。

3.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习法律知识
光从课堂和书本中学习法律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在实践

中运用，书本中的知识是死的，有些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拿
到不同时期就不适用，所以要根据现实中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学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向学生传授，比如课外活动展览法
律常识，以及通过老师的实际经验和视频方式来引导学生了
解。还可利用寒暑假期间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学习深入体会。

总之，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也要向他
们传授法律知识，让学生养成法律观念，从这来看法治教育
在语文教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应在社会实践中落
实，让学生真正成为一个既懂法又守法的合格公民。

四、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法制教育的有效渗透的实
施策略

语文教学作为语文课堂上教师讲解知识和学生接受知识
的主要阵地，实际上也为教师实施法制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可
行性场所。教师可以通过充分整合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积极因
素，努力挖掘教学文本中的法律内容，并巧妙地设计渗透方
法，达到语文教学与法制教育的有效渗透。本文主要研究如
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法制教育的有效渗透的可行性策略。

1. 法制教育可以在初中语文课本知识内容的讲解中渗透
在初中语文课本知识内容的讲解中，语文教师可以充分

挖掘和探索教科书中隐藏的一些法律教育因素，巧妙地使学
生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到春风沐雨般的法律教育。例如教
师在教授语文的一篇课文《翠鸟》时，首先要明确它是菁莽
一篇充满童趣的状物散文，同时也是号召人们“保护好周围
环境，善待身边的动物植物”的有利武器。此类教材的安排
旨在让学生通过对这篇课文的阅读，增强他们保护动物、爱
护环境的意识。因此在《翠鸟》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能
够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意识这一能力目标应当被当作这篇课文
教学的一大重点内容。还可以通过感受文本介绍的翠鸟的活

泼特性从中去体味对生命无比的尊重和热爱。通过教师课堂
上的一些普法知识的熏陶，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大自然中的
动物和植物，慢慢地学生就能懂得人类保护好动物是十分有
必要的。并且能够逐步树立法律的意识，开始明白人类不能
捕杀野生动物，因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捕杀野生动物会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这是违法行为。甚至
这种行为危害到一定的程度时，还有可能会触犯《刑法》，重
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是，则是将法学教育不失时机地与
汉语课堂教学融合渗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法制教育可以在初中语文活动课中进行渗透
教师可以在开展语文活动课的同时充分将法学教育巧妙

地融合到这些活动中去。例如教师在教学八年级语文下册
《樵夫，别砍那棵树》时，可以这样设计活动内容：首先是让
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搜查与课文有关的资料。并且在引
导学生查阅资料的同时自然而然地给学生介绍《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并附带上相关的一些类似法律法规的解释
说明，使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法条学习之后不仅可以了解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还可以开始试着阐明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需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做到让学生在自己潜移默化
的普法知识积累中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学校还可以在
学生中组织并开展类似“活出青春，远离网吧演讲比赛，逐
渐提醒部分痴迷网吧的同学不要再沉迷于网吧［2］，而应该
把自己的大好青春年华用在学习上；又或者举行“青少年应
该如何实行自我保护”演讲比赛，通过一系列演讲比赛的展
开，教师可以正面引导学生去反思自己在这样的演讲比赛过
程中到底具备了哪些必备的法律素养。

3. 可以在学生的课外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作为一种阅读积累形式，课外阅读使得学生在法制基础

上收集和处理信息成为可能，它是发展法制思维的重要途径。
语文教师明了了这点后，则可以把握住时机，巧妙设计好课
外阅读引语，灵活生动地在学生的课外阅读教学中去渗透法
制教育。作为语文教师，想要在学生的课外阅读教学中实行
法制教育，让学生积极主动地积累法律知识，首先，应该激
发学生对法律知识阅读的兴趣。在当今的互联网信息时代，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形形色色的电影
电视作品、多种多样的教学微课和生动有趣的漫画故事等都
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例如，教师可以将学生课外阅读的主
题设定为“我为普法做贡献”，从而引导学生在课外阅读的同
时还能够积累到更多的法律知识。此外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就
自己搜集到的相关内容制作成一本自己的小小法典，从而增
强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认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要实现法制教育在初中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有

效渗透，仅仅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初中语文教
师能够在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把握好渗透的时机，巧妙地
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渗透。当然，这些方式方法是否具有
可操作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在初中语文教学的实际课堂中
让学生们在语文课堂上轻松学好法律知识尤为重要。教师作
为学生法制教育的引路人，一定要做到言传身教、润物无声，
使得法制教育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应该让法治真正地落到实
处。好的教师能让学生受益终身，真正做到让教学走进学生
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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