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research 教育研究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8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7

法制教育对培智高年级学生的重要性 
 

李茜 
辽宁省瓦房店市特殊教育学校 
DOI:10.18686/er.v1i2.1448 
 
[摘  要] 法制教育是目前培智学校最主要、最基础的内容,智障学生由于智力的缺陷,限制了活动个性的发展,难以形成正确的

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行为不受理性的约束和调节。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遇事难以正确通过法律途径求助或者以法律为约束

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利于个人、利于家庭、利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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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教育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公民的法律

修养,然而智障学生作为社会特殊弱势群体,对其进行法制

教育有利于其遵循社会规范,依法行事依法保护自己。 

1 智障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人

工合成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由此建立起来的

法律秩序的总称。它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就是“要在全

体人民中进行遵循宪法和法律的教导,遍及法律的基本常

识,增强民主法治的观念,使人民通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相关的法律、依法办事、依法律己、

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长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

的行为作抗争。”以上表述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可对于智

障学生,虽然他们具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心理和智力特征,

他们的行为难以受理性约束,但是仍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

法制教育。 

1.1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权利和义务,智障学生无论是作

为受教育者还是被监护者,他们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

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1.2 法律的规范作用包括向导、预测、评价、教育四个

层面。智障学生的行为无疑也应受到法的向导,也应依据法

律预测约束自己的行为。 

1.3对智障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也是进行培智学校最基础

最重要的内容。通过法制教育让学生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己的权益,规范自己的行为,慢慢培养法律意识。 

2 智障学生 

由于认知水平低,高级心理的调节和功能较弱,加之他

们常不能预料自己行为的结果,应急的能力差,若是轻忽了

对他们的法制教育,往往会出现不自觉的或是不自主的不适

于社会的要求的行为和活动,甚至导致犯罪的行为。因此法

制教育是培智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2.1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法制教育的基础 

家庭是人的第一个社会生活环境,它为一个人的品德如

何发展,向哪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它不仅影响到一个

家庭的安定、幸福,还关系到国家、社会的旺盛和稳定。我

国特殊学生入学的年纪一般比正常学生晚,他们在家里生活

的时间比正常学生长,家长的人格、品德、学识、情感及生

活的习性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学生,家庭的教育以其启蒙性、

连续性、终身性、潜移性的特点对学生的法律的意识的形成

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触的数量,神经元数量由先天决定,不可改变,但神经突触的

数量在 0-6 岁间还有一个发育过程。幼儿教育阶段,就是要

通过科学的活动,刺激神经突触发育与增长,打好生理基础。

由此可见,幼儿时期是大脑发展的快速时期。在他们智力迅

速发展的这一时期,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智力与教育

以及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若在这个时期内,对孩子用正

确的方法施以适当的早期教育,其效果可想而知。 

3.3 幼儿时期是习惯形成的重要期 

幼儿阶段是培养幼儿形成良好习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时期,对他们这一时期各种习惯的培养,将会是他们成功走

向社会的一块坚实的基石。习惯是在长期而又漫长的生活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习惯一旦形成,就会在一定的情景下自然

而然的“自动化”地表现出来。也只有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才能为孩子奠定一生的幸福。 

综上所述：幼儿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幼儿

教育为幼儿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幼儿教育阶段在幼儿

的成长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常言道：“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教育事业不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且是极为重

要的工作,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认

识到幼教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把幼教事业做好,才能对幼儿的

身心发展有所助益,才能更加有助于他们以后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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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挥学校在法制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教育教学

的过程中,要弥补智障学生的身心缺陷,提高他们的法律修

养,并以此为切入口,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并在协调多方教育

力量中发挥主导作用。 

2.2.1 课堂教学是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途径 

由于智障学生认知能力不足,并不能简单空洞的抛给学

生抽象深奥的法律名字和概念,我们要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法

制教育,既要符合智障学生的认知水平又要贴近学生生活实

际去渗透相关的法律知识。目前法治教育渗透在培智学科教

学活动中存在许多错误做法：枯燥呆板、深奥难懂；生搬硬

套、盲目渗透；敷衍了事、牵强附和等等。学科教学渗透法

制教育,本身它是一种普法教育,必须遵循,智障学生的认知

规律,内容与分量要适中,要对法制渗透的深度和广度有所

控制。 

现行培智课本中涉及到法制的教育的材料有很多,是穿

插法制教育的最好的方式,它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教育的因

素。我们在教育中,只要充分的挖掘教材,在传授知识、培养

能力的同时,结合实际进行学科渗透,就能起到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的效果。 

由于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他们都是智障学生,

我们就要采取特殊的方法对其施教。例如,上《红灯、绿灯》

时,在法制渗透教育中,不时地向学生搬出闯红灯违背交通

规定,要受到惩处以及闯红灯的害处：违背交通规则,影响交

通秩序,严重威胁别人和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交通

规则、交通秩序等概念智障学生是不懂的,讲再多学生也是

茫然。针对智障学生的智力情况,要先找准切入点,让学生观

察闯红灯的画面,再让他们说说看到了什么？并根据学生的

回答趁势渗透法制教育,红灯停绿灯行。 

智障学生获取新知识通常是机械性的反复训练和直观

的教学方法。法制教育也是如此。不能干巴巴的说条目,要

采用多种方式帮助智障学生去消化吸收内容。总之,渗透法

制教育不能走形式,要贴近智障学生生活实际去渗透相关的

法律知识,才会让智障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认知的能力。 

2.2.2 充分利用集体,在集体中教育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曾把集体教育活动概括

为“在集体中通过集体,为了集体”的教育体系。集体教育

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集体中的成员关系就是一种

无形的教育力量,它使学生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友爱,集体的

纪律也对每个学生产生作用,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指正。所

以对智障学生开展集体主义教育,是实现法制教育的重要方

式。 

2.3 架起沟通的桥梁,使智障学生融入法制社会 

特殊教育的学校的学生更需要我们每一个正常人与他

们架起心与心沟通的桥梁,关心他们心理的健康发展。可以

带他们进行相关的法制宣传活动,让他们置身法制环境。家

庭、学校、社会这三种教育力量,应该避免教育漏洞的出现,

齐抓共管共同努力,促使智障学生的健康成长。 

要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尽可能相互沟通,取得

家长的支持和协助。同时学校应与校外教育部门或机构建立

经常性地联系。呼吁整个社会来了解和关心特殊学生,努力

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在协调各方面教育力量的过程中,

学校教育部门在其中要起主导的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

调动学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断研究和探索教育特殊学生

的新方法、新思路。 

综上所述,当前对特殊学生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和法制教

育,落实社会对公民的基本法律要求。现代社会,熟悉基本的

法律,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通过合

适的途径对智障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有利于他们慢慢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增强抵御不良现象的能力,

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基础。智障学生的法制教育是个缓慢的

过程,需要我们结合智障学生心理、生理的特点,采用多种手

段,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校内团体活动、

各种群体组织和集会、节日庆典、升降旗典礼、晨会和课外

活动等形式进行全方面多层次的法制教育。最大限度的挖掘

和发挥每个孩子的能力,有效的弥补其智力和适应行为的缺

陷,使他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能够融入社会主流,成为对

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而不是社会的包袱,给社会造成负担,成

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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