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我国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中，中小学生一直都

是工作的重点对象。在小学法治教育中，语文课堂是最为重要

的场所，我们不能再将语文课堂当做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培养

的场所，而是要将法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具备良

好的是非观，养成正确的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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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一些与青少年

犯罪相关的报道， 可见我们很有必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治

教育。法治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基础的法律知识，还能

促进他们的精神成长。将法治教育有语文教学融合在一起，不

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文知识， 还能有效促进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口语交际、教材内容、写作

三个方面来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渗透。
一、在口语教学中渗透法治教育

近代著名 的 教 育 学 家 陶 行 知 先 生 曾 经 说 过：“学 校 即 生

活，生活即学校。”我们在口语教学过程中，经常能够遇到学生

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可以适当地

引入一些法治教育，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正确的方向。
例如， 我们在生活和媒体报道中会看到一些违反法律的

事件，教师就可以将这些事件应用到口语教学中来。我就利用

多媒体将一些交通事故的照片呈现在学生面前， 给他们带来

强烈的视觉冲击， 并引导学生阐述一下自己对于交通事故的

感受。 有的学生说：“好恐怖啊，一下子人就没有了。 ”还有的

说：“卡车把头都撞没了，真可怜啊！”“不知道撞人的车得赔多

少钱呢！”“说不准还得坐牢。”学生议论纷纷，自由阐述了自己

对于事件的看法。
再如， 社会上出现了一则花季少女因为早恋失败而自杀

的新闻，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了相关的案例视频，将其播放给学

生看。 在小学校园中，早恋的现象较为常见，这些事件和学生

的自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看上去比较紧张，还有一些

局促的感觉。他们纷纷讨论了起来：“真傻啊，这样让父母多难

过啊！ ”“早恋很正常，但是她也太极端了。 ”……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的不仅掌握了一些法律常识，他们的口语能力也得到

了有效的提高。
此外，在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教师要结合学生的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进行引导，使学生的思想能够更为深入，
从问题的根据产生思考。这样，学生就能体会到法律规范的重

要性，明白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俗话说，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老师所播放的视频就是因为超载行驶所造成的悲

剧。 关于超载的问题，我国的交通法规中明令禁止超载，但是

仍然有很多人无视法规的存在，最终只能自尝苦果了。少女自

杀的案件则让学生明白了道德这一底线。 我们生活的也是一

个道德的社会，要时刻将道德放在心中。少女自杀并不会让她

的男友受到法律制裁，但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这

会给他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与阴影，一辈子都难以摆脱。受

当前社会环境影响，学生思想较为成熟，经常会有一些与自身

年龄不符的举止和思想产生。 因此，教师必须及时引导，让学

生明白自己学生的身份，将学习放在第一位，切记自尊自爱，
不可因为所谓的情感而走上绝路。

二、深入挖掘教材内容，将法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

我们的语文教材中所涵盖的课文类型非常多， 学生生活

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教师要对教材内容进行仔细的甄选，
使其能够与法律法规的渗透结合起来，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

使学生受到法治教育。
如学习《雷锋叔叔，你在哪里》这篇课文时，教师不仅要让

学生明白雷锋精神，向雷锋同志学习，还要引导学生认识到，
雷锋叔叔是一名军人，进而让他们明白服兵役的重要性，在适

当的时候，还可以将《宪法》中与服兵役相关的知识传授给学

生：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的神圣

职责。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的光荣义务。雷锋叔叔不仅履行了服兵役的义务，他还在保

护祖国的同时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很多人提供了帮助，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在教学《父亲、树林和鸟》时，笔者就将《野生动物保护法》

引入到了教学中来，让学生明白野生动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猎捕野生动物的行为是违法的，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样，学

生不仅能够对文中的父亲产生不一样的情感， 还能树立起保

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三、利用作文教学渗透法治教育

作文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它不仅能够

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生活，获得独

特的生活体验。我们可以将作文教学与法治教育相互融合，让

学生在写作中体会法律，在法治教育中提高写作能力。
以五年级的写作题目“我的烦恼”为例，笔者在课堂上鼓

励学生写一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件。透过学生的作文，
我看到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信息： 某个同学经常帮其他人写作

业， 还针对作业内容收费； 某些同学结伙向其他同学收保护

费；某个同学要和另一个同学“决斗”……看到这些内容，我不

免忧心忡忡， 就在法治教育课上针对不同的同学展开了谈话

活动，并将一些校园血案呈现在学生面前。这些活动都给学生

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他们逐渐接受了法治教育，改正了

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
总之，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实施法治

教育，关爱他们的成长情况，让语文教育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

供强大的助力，增强学校法治教育的实效性。

略谈法治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渗透
李宗庆

（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镇后川教学点，甘肃 会宁 7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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