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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通用 12 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语言类读书心得同数学札

记相近；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

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预防未成年犯罪法

的心得体会(通用 12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第一篇: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   未成年人是我们小学教师面对的一个

特殊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此时的他们从心理上正处于从无知到

有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时期，心理上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

和外界的侵犯;另外，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一个以成年人为中心的社会，所制定的

法律政策的主要参照物是成人。那么如何面对未成年人身上发生的问题呢对此

我认真的学习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习后感触颇深： 

 

   (一)分层教育，上好法制课。  

 

   要利用班会课根据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识水平由浅入深地分阶段、分层次

施教。帮助学生树立宪法权威的意识和依法享有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的观

念。同时，要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基本的法律常识教育，帮助学生树

立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增强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二是要把法制教育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要在教学中结合本学科特点，有意识

地渗透法律知识，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受到法制教育。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高法制教育效果。  

 

   比如举办主题班队会、模拟法庭、开展社会调查、知识竞赛、社会实践等活

动，是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形式。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形式，通过宣讲法

律故事，进行典型案例审理等，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教育，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增强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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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突出重点，提高法制教育针对性。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除进行必要的法律知识教育，培养学生法制观

念外，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对

少数有不良行为以及有不良行为倾向的 问题学生 实施重点帮扶，预防和减少

犯罪。一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自己要对全体学生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对父母

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的学生的校内外表现重点掌握，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及

时与家长联系，互通信息，同时，学校领导、老师结对帮扶，防患于未然。二

是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的重要一环。  

 

   法制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

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泼

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

中，贯彻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稚嫩的小

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用爱心去浇灌、呵护。  

 

   总之，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推进，都寄希

望于广大青少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力度，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第二篇: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   法治教育 

 

   、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动健全各项制度，完善问责机制，全面

推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制度，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防

火墙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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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校园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学校日常安

全管理机制，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完善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监管。加

强教职工队伍建设，设立 师德监督平台 ，开展 爱与责任 为核心的系列教育

活动，把师德师风纳入考核长效机制，学生、家长、教师、社会共同监督。加

强预防性侵害教育和  

 

   法治教育  

 

   ，制定相关考核考评办法，加强日常检查，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护技

能。设置法治班长，利用同学身份优势及时发现隐患苗头、不良思想动态，快

速上报，供学校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加强青春期教育，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 。聘请生物教师、心理教师等对女生开展专门的生理健

康专题教育，防止性侵害。畅通信息渠道，及时向家长和有关部门通报学生身

体、心理状况，共享  

 

   法治教育  

 

   安全信息和数据。  

 

   二是创造良好周边环境。组织开展文化市场清理整顿专项活动，对于学校周

边等学生日常出入较频繁的地段，加大监督管理的频率与力度。增强对市场主

体登记注册并监督管理的意识，对无照无证经营等行为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

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依照法律法规予以查处取缔处罚，对校园周边摊贩店

主进行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促进其自觉配合支持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  

 

   三是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加强公安、市场监督与教育各机关部门间协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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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对娱乐场所开展定期集中整治工作和不定期抽查、复查、暗访工作，特别

是对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网吧、KTV等娱乐场所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整顿力度。

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调动社会力量，鼓励群众积极反映、举报娱乐场

所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为青少年  

 

   法治教育  

 

   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四是强化家庭教育保护。充分发挥镇、街、村、社区组织的基层基础作用，

对辖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全面摸清底数，掌握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

宣传，对于教育存在问题的家庭，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干预。对于监护人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怠于履

行监护职责导致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依申请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使家庭

教育有效配合  

 

   法治教育，  

 

   为未成年人安全快乐成长营造良好学习环境和成长环境。  

 

   通过相关措施的落实，  

 

   法治教育  

 

   内容的讲解，让家长、未成年人不断增强法治意识，明辨是非、引以为戒，

构筑起社会、学校、家庭齐抓共管格局，进一步筑牢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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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 

 

   _街道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紧紧围绕 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

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这条主线，成立了 预防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 ，

并充分发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组成员单位的职能，切实加强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并结合我街道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有

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工作和活动，为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一、健全机构、完善机制，深入探索新形势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规

律  

 

   进一步健全机构，充分发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组各成员单位的职

能作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_上半年组织召开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组会

议，研究新形势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新特点，对全年的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加强了各单位的联系，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同时充分发挥共青团的

组织优势，从街道团委到各基层团支部都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放在重要

位置，列入议事日程，针对各社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有效的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计划措施，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开展工作。  

 

   二、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宣传活动，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正确辨别事物的能力不够，非常容易受

到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街道团委曾次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从小树立正确的

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非常重要。_年，我们通过各级团支部，深入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宣传，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充分利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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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报刊、社区广播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教育广大青少年遵纪守法、依法办

事，努力从根本上消除青少年违法犯罪滋生的因素。  

 

   三、以学校为重点，加大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

自我防护意识  

 

   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渠道，在校学生是青少年的主体。为此，我们特

别重视对在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观念教育。今年，我们按照《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

依托学校，积极推进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根据青少年自身的特点，营造

符合他们认知规律的学习环境。继续大力推行中小学聘请法制副校长的做法，

把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贯穿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都根据自身的

特点，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内七十五中学在今年上半

年邀请镇派出所民警到学校给学生进行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青少年自我防护

知识及交通知识讲座，本校 600 多名学生受到了教育。促进了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有效地预防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发生。  

 

第四篇: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   未成年人是我们小学教师面对的一个

特殊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此时的他们从心理上正处于从无知到

有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时期，心理上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

和外界的侵犯；另外，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一个以成年人为中心的社会，所制定

的法律政策的主要参照物是成人。那么如何面对未成年人身上发生的问题呢？

对此我认真的学习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习后感触颇深： 

 

   （一）分层教育，上好法制课。  

 

   要利用班会课给学生上好法制教育课，密切联系学生思想实际，使学法、用

法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实践中，一是注意根据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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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浅入深地分阶段、分层次施教。帮助学生树立宪法权威的意识和依法享有公

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的观念。同时，要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基本的

法律常识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增强他们分辨是非的能

力，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要把法制教育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要在教

学中结合本学科特点，有意识地渗透法律知识，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

同时受到法制教育。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高法制教育效果。  

 

   比如举办主题班队会、模拟法庭、开展社会调查、知识竞赛、社会实践等活

动，是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形式。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形式，通过宣讲法

律故事，进行典型案例审理等，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教育，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增强教育效果。  

 

   （三）突出重点，提高法制教育针对性。  

 

   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除进行必要的法律知识教育，培养学生法制观

念外，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对

少数有不良行为以及有不良行为倾向的 问题学生 实施重点帮扶，预防和减少

犯罪。一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自己要对全体学生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对父母

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的学生的校内外表现重点掌握，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及

时与家长联系，互通信息，同时，学校领导、老师结对帮扶，防患于未然。二

是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的重要一环。  

 

   法制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

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泼

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整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结合起来；在教育过

程中，贯彻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朵朵稚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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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

法用爱心去浇灌、呵护。  

 

   总之，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推进，都寄希

望于广大青少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力度，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第五篇: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政府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青少年的

成长，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专门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制订

的一部法律，主要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等几个方

面。因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低，个人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这部法律，可

以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是中华民族兴

旺发达的需要。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几条：  

 

   1、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

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

酒、流浪以及聚赌、吸毒等不良行为。  

 

   2、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

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3、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

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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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家里，孝敬父母，并且跟父母及时沟通，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正

确使用家用电器，防止漏电现象的发生；自己一个人在家时，不让陌生人进

门，遇到特殊情况，不慌不乱，及时打电话给父母亲戚或警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们的成长有极大帮助，希望全社

会都来学习它、遵守它。  

 

第六篇: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   最近，学校进行了《教师法》和《未

成年人保护法》的学习，我们当然也不能落后。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有人说教师是园丁，有人说教师是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教师是一

个不同于其他的工作的工作，她神圣、伟大、高尚，世界一切赞美的词语都可

以用在她身上。也认识到作为一名教育前线的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教师

法》不仅帮助教师得到她们的所得，也让教师有了行为上的准则，只有学习好

它才能保证教师享有自己的权利。 

 

   另外，教师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学习了《教师法》

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后，让我更明确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该履行的义务

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全心全意为学生

服务，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不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讽刺，

挖苦，不威胁、责难家长。时刻以教师的道德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不穿奇装

异服，处处 身正为范 。对于后进生，不拔苗助长，不讽刺挖苦，要耐心教

育。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移植的过程，应当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

体(教师，包括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将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自主知

识的习得者。面对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我意识到：必须彻底改变过

去那种把老师知识的储藏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比为 一桶水 与 一杯水 的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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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新知，积淀学养。有句话说的好： 一个教师，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和教了

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读了多少书和教了多少书。 用心教、创新教与重复教

的效果有天渊之别。  

 

   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育人。学生都应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我

们应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不歧视差生。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

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掉一个学生。慈祥的笑容、亲切的言语、文雅的举

止，以及善解人意的目光，比声色俱厉的严格，更能贴近学生的心灵，更能取

得教育的实效。教师，应以虚怀若谷的胸怀，诲人不倦的精神，用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的言行举止，去照亮学生的心灵，去培养好

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适应时代发展。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还要继续努学习《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

育法律法规。坚持以人为本、以德立教、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不断提高自己

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并紧紧围绕新时期师德素质要求和师德规

范，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高尚的情操引导学生德、智、

体、美的全面发展。  

 

第七篇: 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心得体会   xxxx 中学始终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

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不断加强基础建设，优化学校育人环

境，精心规划和实施青少年的教育保护工作，把青保工作纳入学校的重要议事

日程。切实加强学校周边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学校及周边环境建设的长效机

制。积极开展有关青保法规的学习与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维护青少年合法

权益工作，适龄青少年入学率达 100%，在校学生的刑案率一直保持零，为合兴

社区治安稳定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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