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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

教 案

授课题目 法治道路，法治思维与法律权威 授课时间长度 45 分钟

授课类型 讲授课 授课对象 21 民航系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明确法治道路要求，法治思维内涵，法律权威的意义

能力目标 学会思辨，学会学习别人的优点

情感目标 认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教学重点 法治思维的特征

教学难点 法治思维的内涵

教学

方法

分析

讲授法：新课采用讲授法居多，知识结合实际生活中通俗易懂的例子进行讲解，

便于理解，印象深刻。

教学方式：讲授□ 探究□√ 问答□ 实验□ 演示□ 练习□ 其他□

教学

手段

分析

多媒体：运用课件，把书本上重点知识以及知识框架清晰展示，方便学生在头脑

里形成知识框架。

教学手段：板书□ 多媒体□√ 模型□ 实物□ 标本□ 挂图□ 音像□ 其他□

教 学 步 骤 设 计

步骤时间 主要任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目的意图

第一步

（10 分钟）

学习法治道路

5点要求

分别进行讲解 5 点要

求，提出辩题，法大还是

党大。

讨论探讨法大，

还是党大，结合教师

讲解。

结合教师讲解，

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

国的有机统一有一个

准确认识。

第二步

（10 分钟）

学习法治思维

的特征

分别进行讲解，引出

学生思考问题，法治社会

好还是人治社会好。

学生就法治社

会，人治社会的优点

与缺点分别展开论

述。

结合教师讲解，

明确法治社会是当前

最优的解决方式。

第三步

（10 分钟）

学习法治思维

的内涵

分别进行讲解，结合

实际例子，重点讲述法律

至上，公平正义，正当程

序。

学生结合自己

生活中的例子结合

课堂所学有所收获

和反思。

明确区别法治与

人治的区别，认识法

治社会的严格要求以

及要求的必要性。

第四步

（10 分钟）

学习并深刻体

会法律权威的涵

义。

分别对法律权威怕，

服两个字进行深刻讲解。

学生通过学习，

对法律有敬畏之心。

学生愿意发自

内心去遵守法律。



第五步

（5分钟）

总结内容并提出如

何培养法治思维

讲授如何培养法治思

维，并对学生发出倡议。

学生说一说今

后遇到一些需要解

决的问题如何处理。

学生学会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内容讲解

一、法治道路五点要求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优势，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3、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走

法治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治的地位：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基本方略。

德治的地位：

德治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法治的作用：

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惩罚作用，威慑作用，预防作用。

德治的作用：

通过人们内心的信念，传统习俗，社会舆论等进行道德教化，对违反行为进行道德谴责。



法治的实现途径：主要依靠制定和实施法律规范的形式，法有禁止不得为，体现规则之治。

法治的途径：法律制定，法律实施

德治的实现途径：

培育和弘扬道德等途径，是内心的法律，以价值，理念，精神等形式表现出来。

推动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

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作用，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

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5、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突出法治道路上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不等同于关起门来搞法治，必须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法治的精髓是对社会治理具有

普遍意义，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企图用一种法治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

二、法治思维的特征

1、在依据上，法治思维认为国家的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依据，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在方式上，平等对待解决矛盾纠纷，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不朝令夕改。

3、在价值上，法治思维强调集中社会大众的意志来进行决策，“多数人之治”的思维，避免专断

思维。

4、在标准上，必须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当法律的权威与个人的权威发生矛盾时，强调服从

法律的权威。

三、法治思维的内涵

1、法律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的所有规范中，法律地位最高。

普遍适用性，优先适用性，不可违抗性。

2、权利制约：是指国家机关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



3、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分配和

占有。

4、权利保障：主要是指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宪法保障，立法保障，行政保护和司法保障。

5、正当程序：只有按照程序做，才能防止主观任性，无序混乱。程序必须保持合法性，中立性，

参与性，公开性，时限性。

四、法律权威

法律权威是指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法律应有的尊严和生命。

（怕，服）

1、法律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法律这样才具有权威。

2、法律反应客观规律和人类理性，法律才具有权威。

3、法律在实践中得到严格实施和遵循，法律才具有权威。

4、法律被社会成员尊崇或信仰，法律才具有权威。

板书设计

一、法治道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法治思维

法治社会好？还是人治社会好？

三、法律权威

怕、服

教学反思

1、以后引导学生多做思辨练习，养成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

2、引导学生树立自信，不断吸收好的养分，努力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