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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新型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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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追求民主价值
考点  新型的民主[5年4考][教材九上P33～43]

(一)社会主义新型民主
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应有之义。

拓展点：
民主在价值上要求大多数人当家作主，民主价值的实现要

靠民主形式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一个国家选择走什么样的

民主道路，取决于它的具体国情。



2. 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3. 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

(1)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具有强大生命力。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4. 人民民主的真谛：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5. 我国实行人民民主的形式：

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6. 正确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

(1)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2)特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3)实现方式：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在

党的领导下，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

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4)意义：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充分彰显人民主体地

位，使人民意志得到更好体现、人民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

民创造活力进一步激发。



秒懂经典名句：
1. 民惟邦本。

2. 政得其民。

3. 以百姓心为心。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7. 我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及其内涵/地位。

政治制度 内涵/地位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政

权、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联系点：

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

——八下第五课，本书P67～69



政治制度 内涵/地位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强调通过充分
协商，求同存异，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
最大同心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

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平等、保
障少数民族合法权利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二)参与民主生活

1. 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形式]

民主

选举

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

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等。

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公民要积极、主

动、理性地参与民主选举。

③要

求

②方

式

①地

位



联系点：

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监督权。

——八下第三课，本书P61



民主

协商

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以及事关自身利益的问

题。

提案、座谈、论证等。

保证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有利于充

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

①内

容

②方

式

③意

义



情境助理解——图说知识：

1. 

解读：民主选举。

2.

民主选举。

解读：民主监督。民主监督。



民主

决策

保障人民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方式。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

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等。

②方

式

(制

度)

①地

位



民主

决策

民主

管理

民主决策的过程，要求保证广泛的公民参与，决策

方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集中民智，促进决策的科学

化。

③要

求

①地

位

(作

用)

让人人都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机会和

渠道。



民主

管理

基层群众自治、职工大会等。

有利于广大人民积极行使民主权利，实现人民的事

人民管、人民的事人民办。

③意

义

②方

式



易误提醒：

参与民主生活≠参政

(　√　)理由：我国公民参与民主生活，是通过各种途径、各

种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不能说“公民参政”或

“公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在我国，参政与执政是相对的，

人民政协有参政议政的职能。

√ 我国公民参与民主生活，是通过各种途径、各

种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不能说“公民参政”或

“公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在我国，参政与执政是相对的，

人民政协有参政议政的职能。



民主

监督

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具体体

现。

信访、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网

上评议政府等。

②方

式

①地

位



民主

监督

①有利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改进工作，提高

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防止滥用权力，预防腐

败。②有利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激发公民的参

与热情。

③意

义



2. 为什么要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

(1)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与公民的民主意识

密切相关。

(2)使民主思想和法治精神成为公民的自觉信仰，塑造现代

公民。

(3)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永葆

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3. 公民应怎样增强民主意识？

(1)自觉遵守宪法，始终按照宪法原则和精神参与民主生活。

(2)不断积累民主知识，形成尊重、宽容、批判和协商的

民主态度。

(3)通过依法参与公共事务，在实践中逐步增强民主意识。



拓展点：

如何利用网络渠道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

通过网络发表言论；通过网络参与民主生活；通过网络关注

国家发展，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通过网络参与立法；通过

网络表达诉求和见解。



4. 公民参与民主生活有哪些要求？[公民如何参与民主生活]

(1)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以理性、公正、客观的态度全面、深刻、辩证地看问题。

(3)立场正确、逻辑清晰地表达观点和意见。

(4)逐步提高依法有序参与民主生活的能力。





考点 新型的民主[5年4考]
1. [2024福建21题]为满足一名盲人代表的阅读需求，十四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首次设立盲文翻译小组，付出大量精力，制

作了盲文版政府工作报告。这一细微之处(　A　)A

福建5年中考聚焦3

A. 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是最真实的民主

B. 说明了公民通过不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

C. 彰显了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的独特优势

D. 表明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1 2 3 4



2. [2023福建20题]某社区十几位居民代表齐聚“小巷议事厅”，围
 绕停车棚建设问题提出建议，社区居委会综合居民建议后，完善

 了停车棚建设方案并实施。这说明(　D)

①公民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②社区居委会代表广大居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力

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D

④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1 2 3 4



3. [2022福建21题]素材来源：九上P35(探究与分享)某村推行村民

说事制度。定期召开村民说事会，如实记录村民说的“事”，提出
相关问题后，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提出初步意见，再提交说事会

进行决策。村民说事会议定办理的事项以及办理情况全部公示并

全程接受群众监督。该村的做法，体现了(　D　)

素材来源：九上P35(探究与分享)

D

A. 说事会行政地位得到提高

B. 集中民智，村民间接参与基层管理

C. 村民的需求皆能得到满足

D.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1 2 3 4



点拨：定期召开村民说事会，提出的相关问题提交说事会

进行决策，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做到了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D说法正确；村民说事会不属于行

政机关，A说法错误；村民说事制度保障了村民直接参与

基层管理，B说法错误；C说法绝对，排除。故本题选D。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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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