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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件内容

本课件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

宪法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和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

我国宪法的实施和保障

学习宪法的意义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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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宪法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1.1宪法的概念

宪法是一国根本法，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基本制度的总章程

，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准则

宪法是一种规范性法律，具有最高的效力、最广泛的适用范围、最严格的制定程序和最稳

定的修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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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宪法的特征

宪法具有最高性、全面性、稳定性和指导性。最高性:宪法是一国最高的法律规范，其他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都必须服从宪法，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全面性:宪法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

反映了国家各项事业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稳定性:宪法是一种长期有效的法律，不随时代变化而轻易修

改。修改宪法需要符合特定的条件和程序，保证宪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指导性:宪法是一种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法律，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为其他各级

各类法律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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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宪法的作用

宪法具有规范作用、保障作用、教育作用和调整作用

规范作用: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禁创力文档相互关系等，以及公民的基

本权利和义务等，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

提供了基本准则

保障作用:宪法赋予了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公民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制度安排和监督

机制，确保这些权利和义务得到有效实施和维护。教育作用:宪法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反

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培养公民的政治素养、

道德品质、文

化水平等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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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宪法
的历史发展
和现行宪法
的主要内容

2.1我国宪法的
历史发展

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

经历了四个阶段，分

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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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504 06

第一阶段 :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1-

1949)，我国先后制
定了《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中华民国
约法》、《中华民国
宪法》等，但都没有
得到真正实施

第二阶段 :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1949-

1978)，我国先
后制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共同
纲领》、《中华
人民

共 和 国 宪 法 ( 1 9 5 4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 1 9 7 5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1 9 7 8年 )》等，但都
没有形成稳定的宪法秩
序

第三阶段 :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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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并在1988年、1993年、1999年、

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教

育作用:宪法体现了国家的根本

利益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反

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

培养公民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

文

化水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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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和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

3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

我国宪法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1-

1949)，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

等，但都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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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78)，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中
华人民1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1949-

3
共和国宪法(1954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8年)》等，但都没有形成
稳定的宪法秩序 4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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