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
会 大学生依法治国学习心得体会(大全5

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我们想要
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吹响了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当前，首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建
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新阶段。作为北京的领导干部，
政治要求更严、工作标准更高、担当责任更重，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更需要发挥好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表
率作用。

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作学法、知法的表率。人人信仰法治
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面对“依法治
国”、“依法行政”的社会呼唤和实践需求，每一名领导干
部都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这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谨小慎微，
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循规蹈矩，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成熟，是做
人有底线、做事讲原则、做官懂规矩的自觉体现。要坚持把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
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
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
院必修课。要教育引导领导干部从理性的高度理解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既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学习管理国
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又对



分管领域涉及的法律法规做到“通”，对履行职责需要的法
律法规做到“精”，不断强化法治思维、提高法治修养。

要不断增强行动自觉，作依法、用法的表率。领导干部既是
法治活动决策的重要主体，也是法治活动组织实施、执行的
重要主体。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对于普通干部、群众而言，
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广大群众更多地
不是从法律条文，而是从身边党员干部的法治实践中感受法
律的权威、树立法律的信仰、确立法治的意识。领导干部在
履行职责的各个环节都要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去思考，把
思维方式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把各项行为置于法律的约
束之下，每一项决策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都要依法依规。
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进
程中，要善于将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主张，善于以法治方式
化解改革风险，使改革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支
持和认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

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二

国家稳定，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特别是今天，我们
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是：在国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
纪90年代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科学技术
的制高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然猖獗，他们在政治上对
我们搞颠覆、渗透，经济上搞制裁封锁，意识形态上搞西化、
分化;在国内，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遇到了
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不少不安定因素。因此，社会稳
定，政局稳定，国家稳定尤其重要。历史经验表明，法令行
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保持稳定最根本的最靠得住的是搞
法治。因为它最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变动而
变动，不会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变化而变化;它最具有权威性，
具有普遍约束力。在改革开放以前，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
中于个人，这就使个人意志很容易左右党和国家的决策。一
旦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个人认识发生错误，就很容易演



变成最高决策错误，整个国家也将走向误区。那时往往把领
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听领导人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
变了，法也跟着改变。十年动乱就是在这种治国方式下发生
的社会动乱和民族灾难。历史教训表明，没有法治，就难以
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没有法治，就难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就容易出现社会动乱。所以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国
家稳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另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发挥领导者的
个人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好的制度、稳定的、连续
的制度，才能使好人，使英明的领导人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我们当然不能排斥和低估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社会
活动家在治国方面的作用，尤其要看到其中的佼佼者、杰出
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所带来的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然而
我们也不能据此把个人作用神圣化、绝对化、迷信化，夸大
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要知道，在治国方面个人的力量终究
是有限的，作用毕竟是短暂的，即使是佼佼者和杰出者也不
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其中潜伏的问题和危机。人在政兴，
人去政息则是其一;没有制约，个人权力膨胀失控，可能导致
民族和国家的动荡和灾害是其二。因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和兴旺发达，主要应依靠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
只靠国家领导人的贤明。另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和中央适度集中权力也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把集中
到中央的权力和地方应有的权力制度化、法律化了，利用法
律本身具有的规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才能使中央集中的
权力很好地得以实现，地方所拥有的权力也能够很好地发挥。

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三

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
治国的含义做了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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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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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
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
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
树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观念。

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树立和维护
法律权威，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任何社会都必
须树立有效的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不同的历史条件
和社会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权威。我国社会主义
法律的权威性是由法律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体
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法律
具有规范相和确定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或者废止。这
种法律所独有的确定性，使人们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清楚地
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其有效时
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
制性。法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违反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具有崇高的权威性。在
一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社会规范，包括法律、政策、
道德、习惯、宗教规范等等，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
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但是，必须
明确，在一个实行法治的社会中，法律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
起着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有力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如果根
据不同的社会规范所作出的行为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最终
衡量和评判的标准只能是依据法律。

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都必须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尊重和服从
法律，自觉将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社会活动的基本行为
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宪法是共和国
大厦的基石，是全部法律的母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
人民权利的保证书，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
保证，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它也是一切其
他法律权威的渊源和保障。因此，维护法律权威首先要维护
宪法权威。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
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
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各
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要牢固掌握宪
法的基本知识，切实增强宪法观念，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
法和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坚决同一切违反宪法规定、破坏
宪法权威的行为作斗争，在全社会切实树立起宪法的权威与
尊严。也就是必须树立执法和司法权威。法律的目的和宗旨
要通过执法司法来实现，法律的权威也要通过执法者的权威
来体现。因为在社会上一般人心目中，执法者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法律的化身，代表着法律权威与尊严。如果执法机关威
信扫地，司法没有权威，就难以有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四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
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
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
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
进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
民主的确认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包
括公民主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都由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所确
认和保护;另一方面，公民民主权利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
序规范而有序地行使，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稳定和



秩序，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法律作为一种社
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
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
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

法律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树立和维护-法律，
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任何社会都必须树立有效
的，没有就没有秩序。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决定了
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性是由法律的本质
属性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党的主张
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法律具有规范相和确定性，非经法
定程序不得修改或者废止。这种法律所独有的确定性，使人
们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清楚地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
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其有效时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
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
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违反法律，都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
法律具有崇高的性。

大学生依法治国学习心得体会

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心得体会篇五

7月26日我有幸参加了由教育局在暑期组织的小学《道德与法
治》新教材教师培训会。在此次培训中，我收获满满。

此次培训会由教育局陈禾根主任主持。他首先播放了教育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重要讲话。朱之文强调统编义务教
育三科教材在理念上，突出德育为魂、能力为重、基础为先、
创新为上；在内容上，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
统教育、国家主权教育和法治教育等重要内容。

接下来是二小的优秀教师骆帅分享了她在教学小学一年级
《道德与法治》一些心得。新教材的编写是按儿童的生活路



径，以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的生活逻辑为核心设计的。教材中
的主体是儿童，教材的内容是儿童的生活。教材关注一年级
学生的整体成长、生活；了解学校生活的两个主体生活方式；
学会玩，并且有意义地玩；学会主动思考，树立正确的学习
观，有想法的参与学习。整本教材洋溢着对自然和生活的热
爱，从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图体现多元、开放、平等、包容
的价值观。新教材具备了以儿童的生活视角和路径，形成生
活内容和教学相统一的叙事逻辑，教材力图体现和谐与温暖
的情怀，体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与温
暖的关系。学生从课本中能学会守法、树立规则和公民意识、
学会做事、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学习，让自己努力从适应制
度走向自理、自律、自觉、自主。

下午的课堂，由最近到南昌参加部编历史教材教研员培训的
骆帅老师主讲。她为大家详细介绍一年级道德与法治各单元
的内容，要求和教法，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加以阐述，鼓
励老师们引导和组织学生，在各种有趣活动中去体验，从中
获得收获，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网上有种说法：消息越短，分量越重。她认为，年纪越小，
教材越薄，课越难上。教师绝不能等闲视之，率性而为。教
育人既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及时吸取各方面的
新知识，学会新本领，又要保持教育定力，善于分辨良莠，
不盲目跟风，更不推波助澜。

最近，中国环保部宣布，今年底前拒绝塑料、纸张等四类二
十多种固体垃圾入境。现在，国家推进部编中小学历史等教
材，其宗旨也在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国内外反动、
落后、腐朽的精神垃圾。通过陈老师、骆老师的经典剖析，
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
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
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怎样才能将一个个知识点贯穿
于我们的日常政治教学过程中。我已经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应主动学习，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



养。新教材贵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在通俗易懂
但却蕴含人生哲理的知识点中轻松愉快的提高内在的政治素
养，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

部编本小学一年级《道德与法制》的编写是按儿童的生活路
径，以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的生活逻辑为核心设计的。教材中
的主体是儿童，教材的内容是儿童的生活。教材关注一年级
学生的整体成长、生活；了解学校生活的两个主体生活方式；
学会玩，并且有意义地玩；学会主动思考，树立正确的学习
观，有想法的参与学习。整本教材洋溢着对自然和生活的热
爱，从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图体现多元、开放、平等、包容
的价值观。新教材具备了以儿童的生活视角和路径，形成生
活内容和教学相统一的叙事逻辑，教材力图体现和谐与温暖
的情怀，体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与温
暖的关系。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在老师精彩的讲述中令我
对新教材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