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制教育手抄报空白的画法(模板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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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火灾，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
损失：

1、一旦身受火灾威胁，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地确定自
己所处的位置，根据周围的烟、火光、温度等分析判断火势，
不要盲目采取行动。

2、身处平房的，如果们的周围火势不大，应迅速离开火场。
反之，则必须令行选择出口脱身(如从窗口跳出)，或者采取
保护措施(如用水淋湿衣服、用浸湿的棉被包住头部和上身
等)以后在离开火场。

3、身处楼房，发现火请不要盲目打开门窗，否则有可能引火
入室。

4、身处楼房的，不要盲目乱跑，更不要跳楼逃生，这样会造
成的不应有的伤亡。可以躲到居室里或者阳台上，紧闭门窗，
隔断火路，等待救援。有条件的，可以不断向门窗上浇水降
温，以延缓火势蔓延。

5、在失火的楼房内，逃生不可使用电梯，应通过防火通道走
楼梯脱险。因为失火后电梯竖井往往成为烟火的通道，并且



电梯随时可能发生故障。

6、因火势太猛，必须从楼房内逃生的，可以从二层处跳下，
但要选择不坚硬的地面，同时应从楼上先扔下被褥等增加地
面的缓冲，然后在顺窗滑下，要尽量缩小下落高度，做到双
脚先落地。

7、在有把握的的情况下，可以将绳索(也可以床单等撕开连
接起来)，一头系在窗框上，然后顺绳滑落到地面。

8、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湿
衣服包裹住身体。

9、如身上衣物着火，可以迅速脱掉衣物，或者就地滚动，以
身体压灭火焰，还可以跳进附近的水池、小河中，将身上的
火熄灭，总之要尽量减少身体烧伤面积，减轻烧伤程度。

10、火灾发生时，常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有毒的气体，所以
要预防烟毒。应尽量选择上风处停留或以湿的毛巾或口罩保
护口、鼻及眼睛，避免有毒有害烟气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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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拉
伦茨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 ——基希曼

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黑格尔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
的最后成果。 ——强森

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



人实施强制。 ——哈耶克

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费尔德

：

三只铁锅一包烟】

法制教育手抄报空白的画法篇三

1、古人特别重视“民”和“德”在为政中的重要地位。

孔子、孟子从理论上提出“民贵君轻”和行“德政”的重要
性，汉、唐统治者实践“存百姓”思想，励精图治。出现大
治局面(“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2、“德政”“得民”措施多种多样，或政治上的开明之举与
轻刑罚，或经济上的完善制度与轻赋税，或民族关系上的华
夷一体与重交往，促进了社会和睦安定(唐太宗被少数民族自
愿尊为“天可汗”是 表现之一)。

3、暴政、虐政成为历史谴责的对象(夏桀、商纣、秦隋暴政、
焚书坑儒、文字狱)，德政成为褒扬的模范(文帝、景帝、唐
太宗)。

4、选官重视德才兼备，为“德政”“得民”提供人员素质的
基础保证(汉代举孝廉、唐太宗求访贤哲、唐太宗选贤任能都
是)，且加强官吏考核。

5、“为政以德”“政在得民”作为一种政治精神深深扎根于
中华民族政治行为文明之中延续至今，为社会主流认识所赞
扬。



6、不同时代的“德”“民”含义不同，古代的“民 ”是权
利的客体，今天的民是权利的主体。

7、“为政以德”并不排斥法。汉代以下，往往是外儒内法，
因而历朝都加强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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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火炉取暖，火炉的安置应与易燃的木制家具等保持安
全距离，在农村，则要远离柴草。

2、烘烤衣物要有人看管，人不能长时间离开。

3、火炉旁不要存放易燃物品。

4、生火时，不要使用煤油、汽油助燃，以防猛烈燃烧发生火
灾。

5、掏出的未息灭的炉灰、煤渣要倒在安全的地方，以防引起
别的物体燃烧起火。

6、使用家用电器要符合安全要求，不乱拆卸，以免造成安全
性能下降，引起火灾。

7、使用发热的电器(如电熨斗)要小心，不可使其引燃易燃物
品。

8、电器使用完毕或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以防电器过
热而发生危险。

9、使用煤气器具要防止煤气泄露，使用完毕应关闭气源。

10、煤气罐应远离火源使用;要定期检查，确保煤气设施及用
具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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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

4、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
德。——柏拉图

6、人们嘴上挂着的法律，其真实含义是财富。——爱献生

7、救济走在权力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力。

8、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

法律的保护比个人的保护更有力。

11、法律有效力国民便昌盛。

12、造法易，执行难。

13、不确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难，极度的确定性反而有损确
定性。

14、法律的解释具有法律的效力。

15、法学家的共同意见具有习惯的力量。

16、在用语中不存在模糊性时，不得允许探索用语的意图。

17、对制定法应当做严格解释。

18、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

19、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法无明文
规定不为罪)



20、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是基于预谋、或者是基于冲动、或者
是基于偶然。

21、审判不应依照先例，而应依照法律。

22、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刑罚。

23、简短是法律之友，极度的精确在法律上受到非难。

24、警察是法庭的仆人。

25、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26、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