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导学



课程标准 学习重点

了解当代中国的法
制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成就。

1.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依法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德
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关键问题
(1)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哪些重
大成就?

(2)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
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重要概念]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

动通通依照      进行,而不受          的干预、阻碍

或破坏。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是发展                    的客观需要,也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

         。

法律 个人意志

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要保障



[教材史料]

1.教材第一目“宪法宣誓誓词”:思考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进行

公开宪法宣誓有何意义。

思路引导: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宪法宣誓制度是推动中国法制文

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促进宪法的实施;有利于

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合法性和严肃性,激励和教育国

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有利

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解其就职以后所拥有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应当权为民所用。



2.教材第二目“史料阅读”解读。

思路引导:(1)纲要的第二条,阐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

目的。

(2)纲要的第四条,阐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坚持对外

开放的原则。



3.教材第二目“杨善洲(1927—2010)”和“历史纵横”

解读。

思路引导:两则材料体现了杨善洲和黄大年的事迹。杨

善洲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大大改善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黄

大年刻苦钻研,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

技术空白。两者都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攻坚克难、无

私奉献的精神;求真务实、执着进取的精神等。



[教材问答]

1.教材第一目“思考点”: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制”改为“治”。请你谈谈对这一字之

改的认识。

思路引导:(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法

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同时,“法治”

还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2)法制的本质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

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法治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任

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法治

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

(4)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2.教材第一目“学思之窗”:体会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思路引导:(1)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

的客观需要。

(2)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

根本保证。

(3)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4)依法治国是保证国家稳定,人民幸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所在。



导学案



关键问题一: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



一、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阶段划分 法治建设进程

初创时期
(20世纪50年代)

1.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
华人民共和国            》等
2.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了《                   》
等,初步奠定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破坏时期
(“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婚姻法
土地改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重建与发展

时期

(1979年至

20世纪

80年代)

1.加强              ,做到有法可依、

          、执法必严、          ,

保证                　 

2.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3.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

社会主义法制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82



完善
时期

20世纪90

年代至21

世纪初

1.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以往
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
2.1999年和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先后将“实行        ,建设       　 
     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
法,法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3.到2010年底,                  法律体系形
成,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
础

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
法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八

大以来

1.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进入

一个新阶段

2.201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把                       　 

              载入国家根本法

3.2020年5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          的民法典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实践特色 时代特色



任务一　合作探究——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

视角1　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

材料一　1949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主

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要求蔑视和批判欧、美、

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这一时期,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法

律。在立法中,大量的苏联法律被引进,当时还聘请了许多苏联法学家来华传授

苏联法学。

——摘编自蔡定剑《历史与变革: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

之初法制建设的特点。

[结论] (1)特点:摧毁国民政府旧法统;否定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法

制建设指导思想;侧重于国家政权建设;受苏联的影响

较深。



视角2　社会主义宪法的修订和民法典的颁行

材料二　“八二年宪法”颁行以来,“修宪”与社会发展同行。

1993年
将“坚持改革开放”等提法写进宪法序言,
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

1999年
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写进宪法

2004年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摘编自李林《我国宪法为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提供根本法治保障》等



[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20世纪90年

代以来“修宪”的意义。

[结论] (2)宪法修正案确保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确立,从法律上保障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将“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材料三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之

前的9部法律将同时被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民

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

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编纂民

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问题]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重要意义。

[结论] (3)意义: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顺应时代

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任务二　检测反馈

1.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1982年,全国人大

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两部宪法的颁布和修订(　　)

A.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B.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法律架构

C.适应了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

D.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
√

1 2 3



解析:C  1954年宪法适应了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的

需要,1982年宪法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故选C项;1956年中共八大上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

发生变化,与材料时间1954年不符,排除A项;1954年宪

法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1982年宪法则构建了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没有改变基本的法律架构,排除B项;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建设的目标,这两部宪法都没有标志

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排除D项。

1 2 3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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