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三法治建设



（一）走进法治天地（6个知识点）

走

进

法

治

天

地

1.法律

特征

①法律是由                                                   的。（材料中有

表决通

过了、修改了、实施了等体现此特征）

②法律是由                                       保证实施的。（材料中

有警

察、法院、判刑等体现此特征）

③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                                       。（材

料中

追究违法犯罪者的法律责任均体现此特征）

国家制定或认可　

国家强制力　

普遍约束力　



走

进

法

治

天

地

2.法律

的作用

①                       作用：法律通过           


                                       ，有利于

规范全

体社会成员的行为。

②                       作用：法律通过           


                                                              

，有利

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设问：运用“法律”

的作用，分析××法

律出台的意义。

规范　 规

定权利和义务　

保护　 解

决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　

续表



走

进

法

治

天

地

3.对未

成年人

特殊保

护的原

因

理论依据：①未成年人                                  



                       ，自我                                             

。

②未成年人                                                              



                       不强，                                             

。

③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                              



                                                   。

现实意义：①有

利于                       

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②有利

于                       

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

益。

专门

法律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                                                  》。

②《中华

人民共和国 》。

身心发育尚

不成熟　 保护能力较弱　

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

制能力　 易受不法侵害　

事关国家

命运、人类的未来　

促进　

维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续表



走

进

法

治

天

地

5.六道

防线

①家庭保护（父母等监护人）②学校保护（学校）③社

会保护（社会组织）④司法保护（司法机关）⑤政府保

护（政府部门）⑥网络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生活）

6.学会

依法办

事

①提高                                  ，                                  ，                                       

。

②树立                                  ，                                                        

。

③正确                                  ，自觉                                  。

（法治类

“预防、警示”等公民角度通用答案）

道德素养　 防微杜渐　 杜绝不良行为

法律意识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　

续表



　　（二）做守法的公民（3个知识点）

法

律

1.法不

可违

▲违法行为的                        及承担的                                   

：

（1）按违反的法律：①                        违法行为（民事

责

任）；②                        违法行为（行政处分或行政处

罚）；③                       违法行为（刑罚处罚）。

（2）按社会危害性：                                  行为（民事违

法行

为、行政违法行为）和                       （是                       

行为，也

是 违法行为）。

分类　 法律责任　

民事　

行政　

刑事　

一般违法　

犯罪　 刑法　

严重　



法

律

1.法不

可违

▲一般违法与犯罪的关系：

①一般违法与犯罪都是                                  ，都具有                       



                 ，都要                                                              。

②一般违法行为如不及时改正，任其发展，有                       



导致犯罪。

违法行为　 社会危

害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可能　

续表



法

律

2.预防

犯罪

（1）犯罪的特征：（判断一种行为属于犯罪行为的依

据，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                                           


（最本质特征）；②                                       （法律标志）

；

③                                                   （必然法律后果）。

（2）刑罚的种类：①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死刑。（5种）

②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

境。（4种）

严重社会危害性

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性　

续表



法

律

2.预防

犯罪

（3）怎样加强自我防范，预防违法犯罪？（警示、启

示）

①                       美好生活，                       犯罪危害，                       

犯

罪。②                       不良行为，                                  。

③                       

                                                   。④                                  

不良习气，           

                            。

珍惜　 认清　 远离　

杜绝　 遵纪守法　 增强法

治观念，依法自律　 避免沾染　 防

范于未然　

续表



法

律

3.善用

法律

（1）遭遇违法犯罪时的正确做法（同违法犯罪作斗争

的方法）有哪些？（侵权时）

①遭遇违法犯罪时，要采取                                  的方式

同违法

犯罪作斗争。②及时                                                     或                       



其他                                       。③                                                              

，了

解去向，并                                  。

机智灵活　

拨打110报警电话　 争取　

成人的帮助　 记住歹徒的体貌特征　

及时报警　

续表



法

律

3.善用

法律

（2）青少年应该怎样有勇有谋地应对违法犯罪？

【2024.12】

①要                                       依法维护正当权益。②在                       



           、                                  的前提下                                             

。③巧

妙地                                  或                                       。④

采取                       

           的方式，同违法犯罪作斗争。

敢于并善于　 保全自

己　 减少伤害　 见义“智”为　

借助他人　 社会的力量　 机智灵

活　

续表



　　（三）维护宪法权威（5个知识点）

维

护

宪

法

权

威

1.坚持和加

强中国共产

党的全面领

导（七个

“是”）

①中国共产党是                                             的                            

，同

时是                                  和                                  的                            

；②

党的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和                                  是实现共产主义。③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党

是                                         

。

中国工人阶级　 先锋队　

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　 先锋队　

根本宗旨　 最高理想

最终目标　

最本质特征　

最大优势　 最高政治领

导力量　



维

护

宪

法

权

威

2.宪法的地

位（作用）

①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国家

的                            。

②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                                                  

、

                                  和                                  。

③宪法是治国安邦的                            。

根本法　

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　

总章程　

续表



维

护

宪

法

权

威

3.为什么说

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法？

①（内容）宪法规定                                        带有                            


                       的问题。②（法律效力）宪法具有                        



                            ，是其他法律的                                   

和                       

           。

③（制定和修改程序）宪法的                                                   

 比

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国家生活中　 全局性、

根本性　 最高的

法律效力　 立法基础　 立法依

据　

制定和修改程序　

续表



维

护

宪

法

权

威

4.宪法

规范权

力运行

（1）为什么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或：为什么要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

①权力是把                             ，                                  ，可以

造福于

民，                            则滋生腐败，贻害无穷。

②                                                                                                

，是宪法的

                                             。★

双刃剑　 运用得好　

被滥用　

规范国家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权利　

核心价值追求　

续表



维

护

宪

法

权

威

4.宪法

规范权

力运行

（2）怎样规范权力的运行？（或：怎样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

①国家权力必须在                                                                         

行使（法无授权不可为）。

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                                                              

，不得懈怠、推诿（法定职责必须为）。③国家权力必须

严格按照                                                        行使。

宪法和法律限定的范围内　

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法定的途径和方式　

续表



维护

宪法

权威

5.青少年如何增强宪法

意识？

①                        宪法。②                        

宪法。

③                       宪法。

学习　 认同　

践行　

续表



　　（四）公民基本权利（能够根据材料判断：公民享有哪一项或者哪

些权利）（3个知识点）

1.

公

民

基

本

权

利

政治权

利（3

种）

①                                                        。（行使条件：年满

18周岁、

中国公民、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

地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                                             

，

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                       。②                            

。（如：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

举）（监督权的意义见《速记》九上18）③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利于表达政治意

愿）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基本政治权利　

基础　

监督权　



1.公

民基

本权

利

人身

自由

（4种）

（1）地位：                                  是公民                                                   

的

权利。

（2）内容：①                                       。（侵权表现：非

法搜

身、非法拘禁等）②                                       。包括：名誉

权、

荣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5个）③                       



                       。（侵权表现：非法搜查、非法入侵等）

④ 受法律保护。

人身自由　 最基本、最重要　

人身自由权　

人格尊严权　

住宅不

受侵犯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续表



1.

公

民

基

本

权

利

社会经

济权利

（3种）

①                            。（包括：占有权、

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

②                            。（地位：公民赖

以生存的基础）

③                                       。（特指公

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

情况下）

                      

和                            

既是公民的

                                

又

是公民的

                               

财产权　

劳动权　

物质帮助权　

劳动

受教育

基本权利

基本义务

续表



1.

公

民

基

本

权

利

文化教

育权利

（3种）

①                                  。（意

义：见九上第二课提纲——教

育的作用）

②                                  。（如：

专利权、版权、商标权等）

③参加                                  的

自由。（如：看电影、跳广场

舞等）

                         和                           



既是公民的                                


又是公民的                            


其他权利

如：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妇女、儿童和残疾

人

等特定人群的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特殊保障。

受教育权　

知识产权　

文化活动　

劳动 受教育

基本权利

基本义务

续表



2.如何依

法                       



权利？（理

论依据、理

由）

①公民行使权利                                                                    

，                       

                       。（有界限）②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

候，                                                                                                           

和           

                            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③公民行使权利应依照                                  ，按照规定的

活

动                                       和                       进行。（守程序）

如何依法

维护权利？

维权途径： 。

（诉讼类

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

行使　

不能超越它本身的界限　 不能滥

用权利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　 其

他公民的　

法定程序　

方式、步骤　 过程　

和解、调解、仲裁、诉讼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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