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道德与法治》电子教案模板 

第  22  单元           第  周               2  学时 

单元标题： 第六章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 

教学地点：多媒体教室 

教学目标 

①知识目标：了解法律的概念、历史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

法律的运行 

②能力目标：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有准确的认识 

③素质目标：提升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思想认同，增强法

治意识 

教学重点： 法律的概念、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 

教学难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讲授法 

教学材料及工具：案例、视频、好弹幕、云教学平台 

 

主要教学内容及过程 

 

案例导入：女友和妈同时遇险，先救谁？ 

案情：某日，赵某陪同女友和母亲划船游玩，突遇危险翻船，三人全部落水。此时，赵

某应该先救谁？ 

    如能救出母亲，但为救出女友而未救出母亲，甲某是否构成犯罪？ 

点评：①女友和妈同时遇险且只能救出一个人时，法律要求你先救妈！（法定义务必须

为！） 

    ②对女友是道德义务，对妈是法律义务。如果先救其母，导致女友死亡，不构成犯罪。

如果先救女友而至母亲死亡，构成不作为犯罪。 

    道德和法律都是重要的行为规范。大学生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而且要有良好的法治素

养，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楷模！ 

一、法律及其历史发展 



（一）法律的含义 

法，古作“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说：“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

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解（xiè）廌(zhi)〕古同“獬豸”，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辩是非

曲直。 

法意味着:公平、公正、驱除邪恶。 

    广义：指一国法律的整体，包括有立法权的主体制定的所有法律规范性文件及国家认可

的习惯和判例。 

    狭义：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1、是由国家创制和实施的行为规范 

    2、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3、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综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 

（二）法律的历史发展 

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 

    人类社会有哪几种类型的法律制度？ 

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 

奴隶制法律通常采用最极端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方式（会说话的工具） 

封建制法律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共

同利益为根本使命。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商品生产高

度发展的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变成了商品。 

普法讲堂：孩子巨额打赏主播_家长能要回钱吗？ 

播放视频：身边的民法典_孩子巨额打赏主播_家长能要回钱吗？_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 

   （一）2011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孕育，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时期，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从本质上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体现了一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鲜明的阶级性 + 广泛的人民性；党的领导 + 人民当家作主；党纪严于国法 国法高于

党纪。 

2、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反映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历史发展基本方向和规律更尊重和反映社会发展规律；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重和反映客观规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立法质量

和水平不断提高。 

3、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 

法的社会作用是从法在社会生活中要实现的目的角度来认识的。我国法律的社会作用体

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离不

开社会主义法律的引领、规范和保障。经济建设方面，我国法律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顺利推进。政治建设方



面，我国法律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顺利推进，保证人民享

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文化建设方面，我国法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建设方面，我国法律确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国法律倡导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引导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入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民法典》为例。 

播放视频：民法典正式施行_这些变化你该知道吗？ 

三、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法律的运行是一个从创制、实施到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法律制定、法律执行、

法律适用、法律遵守等环节。法律制定是国家对权利和义务，即社会利益和负担进行的权威

性分配；法律的执行、适用、遵守则是把法律规范转化为法律实践，把法定的权利和义务转

化为现实的权利和义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法律制定 

    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立法权限。 

（二）法律执行 

广义：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中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和

实施法律的活动。 

狭义：仅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活动，也被称为行政执法。 

在广义上，法律执行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中依照法定职

权和程序，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在狭义上，法律执行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活

动，也被称为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和实现的重要环节，必须坚持合法性、合理性、

信赖保护、效率等基本原则。我国大部分的法律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的主

体通常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我国行政执法的主体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中央和地方

各级政府，包括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二是各级政府中享有执法权的下属行政机构。

此外，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执行法律。 

（三）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

门活动。在我国，司法机关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行使国家

司法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法规公正司法，保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利，解决法律纠纷，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司法的基本要求是正确、合法、

合理、及时。司法原则主要有：司法公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等。 

（四）法律遵守 

法律遵守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和权利以及履行职

责和义务的活动。人们通常把守法仅仅理解为履行法律义务。其实，守法意味着一切组织和

个人严格依法办事的活动和状态。依法办事，就是依法享有并行使权利、依法承担并履行义

务。守法是法律实施和实现的基本途径。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

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