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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年修订版）

第七章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 旨在通过学习，使学生把握依法治国的含义和基
本要求；

• 明确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

•  明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
统一；

•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解依宪治国；

• 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的含义和特征和要求，明确尊
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重要意义与基本要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七章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依法治国的
内涵与核心；

• 如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 法律思维方式的含义和特征，民主与法制的性质
与特征的理解与把握；

•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的关系，树立和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三、教学时数 ：3课时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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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七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七章

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为什么债务纠纷最后却酿造成这如此悲剧？

　　法律后果：

   因涉嫌聚众斗殴罪，债主邹某、故意欠债
的张某以及请来的帮手等6人都站上芙蓉区
人民法院的被告席，最终，6人被法院判处
1年5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不等。 

第一节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

• 一 坚持走中国特色主义法治道路。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根本结论。

• 坚持党的领导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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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
证。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
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是
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 请同学们说说西方三权分立存在的问题？

• 人民代表大会的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 （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
根本保证。

• （二）、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
本质要求。

• （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治国
方略。

情景感悟

请思考: 国王的判案是
“人治”还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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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治
   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
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
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
治，主张为政在人。

               法治
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
法律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来治理国政，管理社会。 

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第二，法律没
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会说话，不能
象人那样信口开河；第四，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
第五，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
第六，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第七，实行一人之
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剥
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

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 （一）正确认识法治和德治的地位

• 法治和德治都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

• （二）正确认识法治和德治的作用

• 请同学们谈一谈法治和德治的不同点

• 约束作用的内在要求和表现形式不同。

• 行为人违反两种规范以后承担的后果不同。

（三）正确认识法治和德治的实现途径

规则之治

内心的法律

依法治国--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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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核心内容

概念：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

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

会主义的制度化、法律化，保障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依法治国主体：广大人民群众    
依据：——核心内容

• 依照宪法和法律 
• 客体：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
社会事务

• 目的：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  制度化，法律化，使
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导读：从废除“收容遣送”
         到“人权入宪”

孙志刚事件

四、加强宪法实施，落实依宪治国

• （一）深刻认识宪法实施和依宪治国的重大意义

• 提问：我国国宪法日是何时确立的？宪法日具体
是哪一天？

• 全面实施宪法的基本要求

• 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

• 加强宪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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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把握宪法实施的正确方向

• 提问学生：国家宪法日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 依宪治国与西方宪政区别：

• 制度基础 

• 领导力量 

• 权力主体 

• 权力行使方式

第二节  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 一、准确把握法治思维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

• 三、培养法治思维方式的途径

一、法治思维的含义和特征
• 法治思维，是指以
法治价值和法治精
神为导向，运用法
律原则、法律规则、
法律方法思考和处
理问题的思维模式。

    法律思维是排除个
人主观的感情，依循法
律逻辑，合理地从法律
之立场，去思考问题、
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台湾）王泽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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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人品
◆心理学        人格    共情能力
◆法律                是否违法

• 法治思维

• 人治思维

• 二者区别：

• 依据

• 方式

• 价值

• 标准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内
容

        徐公举与侄女徐昭英通奸 ,经徐昭英之母、叔捉
获捆缚，投明族长徐添荣送官究治，徐公举在途
求释，不允，遂说，送官族长亦无颜面，徐添荣
以其败坏门户，忿激之下，喝令徐添寿将徐公举
推溺毙命。

•      李增财因子李枝荣屡次行窃，央同外人帮忙，
将李枝荣捆住，用铁斧背连殴，致伤两肋。李枝
荣喊嚷滚转。李增财随即将李枝荣两脚筋割断，
身死。刑部以李增财因子屡次行窃，致使割断脚
筋身死，与非理殴杀不同，从宽免议。  （《清刑
案汇览》）

• 结合这两个案例谈谈法律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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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的老磨坊 
•德国法律至上的标志 
•  　　
 德国波茨坦城郊外矗立着一座

名闻遐尔的老磨坊，它出名并不

在于磨坊的自身价值，而是蕴藏

在磨坊背后为世人广为流传的

“磨坊主告国王”的经典故事。　       

权力制约

•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
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
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权 力 制 约 引申：权力制约与权力分立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
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
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
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
压迫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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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 我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别由什
么机关行使？

         公平正义

• 权利平等

• 机会公平

• 规则公平

• 救济公平

• 讨论：《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离婚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

• 现在有些单位招聘员工时对身高、相貌等有要求，
谈谈看法。

看漫画“新刑不上大夫”，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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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障 （1）请评析漫画《心“态”狠》中女同学的言行。

（2）请为漫画呢《心太狠》中被侵权的女同学提
出合理化建议。 

正当程序

•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

• 方式加以实现。——法谚

• 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法谚 

• 程序先于权利。——法谚  

•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法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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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美国米兰达案例给我们的启示

• 我们在看美国电影时，有时会看到，美国警察

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总会对其说：“你有保持

沉默的权利，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

对你不利的证据”。这是美国警察执法时的一

项很重要的程序。称为“米兰达警告”。

程序合法性

程序中立性

参与性

公开性

时限性

• 丈夫甲经常对妻子乙实施家庭暴力，稍不如意
就殴打、辱骂。邻居法官丙实在看不下去，某
天，丙对乙说，你怎么能忍受呢，你赶紧来法
院起诉离婚，我会判决你们离婚的。

• 讨论：是否赞同法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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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法律思维的途径

• 学习法律知识

• 掌握法律方法

• 参与法律实践

• 养成守法习惯

     第三节  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托马斯·潘恩

一 、尊重法律权威的意义

• 法律的权威性四个基本要素：

• 一是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占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的法律有权威；

• 二是法律本身的科学程度，反映客观规律和人类
更改的法律有权威；

• 三是法律在实践中的实施程度，在实践中得到严
格实施和一体遵循的法律有权威；

• 四是法律被社会遵崇或信仰的程度。

• 美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潘恩指出：“在专制政
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
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

• 谈谈对这句话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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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尊重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

信仰法律。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
仰，否则如同虚设，请谈谈对这句话
的认识。

• 遵守法律。
• 要用实际行动捍卫法律尊严，保障法律实施。参与社会活

动，实施个人行为，都要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违反法律规
范。处理问题、作出决定时，要先问问在法律上是什么，
和为什么，是否合法可行。

• 遵守法律是否仅仅就是履行法律义务？

• 服从法律

• 应当拥护法律的规定，接受法律的约束，履行法定的义务，
服从依法进行的管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一切依据
法律和事实作出的决定，真心接受与认可，自觉给予执行。

• 维护法律

• 争当法律权威的守望者、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具有良知的
护法者。对违法犯罪行为，要敢于揭露、敢于抵制；坚决
克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消极心态，袖手旁观、畏缩不
前的恐惧心理，抑制遇事回避、私下了之的惧法现象。

课后讨论

• 某日下午四点左右，西安市37路公交车一女乘客挤到
前面跟司机说她的钱包丢了，刘师傅忙让她打 110报
警并将车停在端履门站前方的路边。民警赶到后，上
车查看并要失主指出可疑人进行调查，可失主拿不出
证据，只认为站她旁边的聋哑人嫌疑重大，同时，找
来五六个小伙子和她一起守候在后门口。不少乘客表
示自己有事，想下车离开，甚至主动提出可以让失主
搜包，于是失主站在后门口对下车的乘客搜身，并未
发现失物则被放行。其他乘客为尽快脱身，也来“甘
愿”被搜身。车上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乘客被搜身后离
开，整个“搜身活动”在繁华的东大街上持续两个小时，
才让被耽误了两个多小时的37路车继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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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        1.如果你是这辆公交车上的乘客，你会愿意
被搜身吗？为什么？

•        2.假设你是失主，你会向案例中的女士一样，
要求对不愿意搜身的乘客进行搜查吗？如果不会，
你会怎么做？

•        3.案例中，民警的做法是否恰当？如果你是
民警，你会如何做？

课后复习题

• 1、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 3、如何正确理解法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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