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基础题 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论文(大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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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基础题篇一

试题剖析

《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自开考以来，已形成了相
对稳定的考试风格，现通过对历年试卷归纳、整理，可以看
到这门考试呈现出以下特点：

1、考试题型稳定

每份试卷都分为两部分，即客观题和主观题。其中，客观题
又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主观题又分为简答题和论
述题，所以，每份试卷总共有四种题型。

2、考试分值稳定

客观题和主观题各占50分。其中，单项选择题30分，多项选
择题20分，简答题26分，论述题24分。所以，考试内容面广、
量大，考生不可掉以轻心。

3、考试内容稳定

法律部分和道德部分各占50分。其中，法律部分有18题单项
选择题、4题多项选择题、2-3题简答题、1题论述题；道德部



分有12题单项选择题、6题多项选择题、2-3题简答题、1题论
述题。所以，法律部分和道德部分在复习时，两者不可偏废。

4、考试范围稳定

历次考题从不超纲，不超出教材。所以，考生应当立足于教
材，扎扎实实地自学和复习，不要热衷于做大量的习题，更
不可心存侥幸，猜题押题。

5、评分标准稳定

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

多项选择题，每题2分。每题有2-5个正确答案，多选、少选
或错选都不得分。

简答题，每题4-6分。评分要求是：问什么答什么，要点准确，
层次清楚即可，不需要展开。如“简答民法的概念和原则”，
共5分，其中概念1分，原则4个，各1分。

例如：春季试卷中的论述题――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总结
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联
系实际阐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如何正确行使权利、
自觉履行义务。

评分标准：

（1）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4分），即平等性、
广泛性、一致性、现实性。

（2）将特点予以总结和解释（2分）。

（3）如何正确行使



第一，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2分）；第二，不容许
滥用权利（2分）；第三，要自觉履行义务（2分）。

每一要点均要有适当的展开，两三句话即可。

（4）举例，如依法纳税，依法服兵役等（2分）。

自学途径

通过《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考试具有一定难度。自考
学生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本课程的内容，并非易事，但是
如果能够找到一条本课程的自学路径，那么，就能够获得事
半功倍的自学效果。

这里，笔者以多年自考考前辅导经验，为更多的自考学生指
点一条行之有效的自学路径，即通读、精读、熟读三级自学
路径。在距离考试仅有一个月的时间里，考生们都已经经过
了通读阶段，接下来就需要在某些章节进行精读与熟读。

（一）精读――边读边写（学会做笔记）

首先，态度要认真。既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做精读笔记的重要
性，又要在行动上做到不怕吃苦。因为做精读笔记要归纳、
提炼和记录，自然要比通读费神费力，所以，态度要认真。

其次，方法要对头。坚决反对抄书。做精读笔记的目的，是
要提炼和归纳教材中的知识点，达到将“厚”书读“薄”的
境界。学生自学能够将“厚”书读“薄”，就是水平，就是
能力。具体做法是，先把某一章的章、节、目列出来，再把
知识点分别填写在各自的节、目之中，最后，看看各知识点
之间的逻辑联系。范例（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自我修养和人生境界



1、自我修养的内容：思想、道德、文化、审美、心理共五方
面修养。

2、自我修养的途径：学习、实践、完善共三个步骤。

3、自我修养的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共四层境界。

4、自我修养的目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即做
“四有”新人。

最后，前后要贯通。把这一章的笔记与“思想道德修养” 部
分的“引言” 对照起来看，就能看出首尾相应。即“思想道
德修养”部分，是围绕“如何做人及做什么样的人” 这一主
题展开的。编书者大都是从宏观到微观，一一展开主题。如，
前三章是宏观探讨，即人生的目的、价值、信念等；后三章
从微观探讨，即应当如何做人，有什么样的修养，最后，指
明要做一个“四有”新人。

通过以上笔记范例，考生若能掌握做精读笔记的能力，就能
够将书本读得融会贯通，读得能够与编者对话，也就读出了
高水平。当然，做精读笔记的能力，需要慢慢磨练，才能逐
步提高。

（二）熟读――边读边记（学会记关键词）

要考出理想的自考成绩，还必须在考前两周内，将自己做的
精读笔记熟记熟背。法律部分也好，道德部分也好，概念、
原理都是要记要背的。当然，在理解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
关键词，记忆就会容易得多。记忆的诀窍有：把关键词串成
一个顺口溜或编成一个故事，或者边背边划划写写，手脑并
用，防止走神，或在记忆的基础上做一些练习题，检测自己
的笔记对知识点的覆盖程度，以及自己对知识点的记忆程度。

总之，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通过反复记忆，反复练习，



才能在考试时顺利地答卷。

应试技巧

考生考试要过关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应试技巧。具体说来有以
下几种：

（一）关于答题顺序

应当先做主观题，后做客观题。具体建议答题顺序为：简答
题――论述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这是因为，
主观题要求考生答题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故先答主观
题，可使考生在最佳状态下完成，考分会高一些。

（二）关于答题技巧

1、对于简答题来说，由于分值不大，大多为4-6分，所以，
一般问什么答什么即可，要点清楚，层次分明，无须展开。

2、对于问答题来说，由于分值很大，大多为12一14分，故建
议考生先打草稿，分要点，分层次。注意段落划分，切不可
一逗到底。至少要论述“什么是”、“为什么是”、“怎么
是”三个以上的层次，即概念、理由、意义等。同时，还应
当注意行距适当，字体端正。只要考生做到要点正确，层次
清楚，清晰整洁，就一定能够得高分。

3、对于单项选择题来说，因为答案是唯一的，所以，当考生
对备选答案模棱两可、拿不定主张时，应当选择最有把握的、
最正确的答案，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用排除法筛选出最佳
答案。

4、对于多项选择题来说，得分最难，因此，应当放在最后做。
建议将答案与题目连在一起读，凡是读得通的都选上。切忌
只选一个答案，因为那等于不选。



（三）关于复习计划

在自学当中，考生应当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况，事先制定一份
切实可行、周密细致的学习时间计划表，并严格执行。建议
考生先从宏观上把握每一遍复习所需的时间，再从微观上细
分到每一章、每一周、每一天的任务，切忌不按计划进行，
否则，复习计划就是一纸空文。建议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学习
伙伴，互相鼓励，愉快学习。

综上所述，考生如果掌握了一定的自学方法和应试技巧，学
习就能苦中有乐，乐中有趣，趣中有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基础题篇二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懂得承担责任会得到回报，但同时也要付出一定
的代价;有些责任即使不是自愿选择的，也应尽力承担好;了
解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者事迹。

能力目标：能够正确评估承担的代价和回报，作出最合理选
择，能为自己选择负责。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有足够的勇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
应的责任，以积极的态度承担那些不是自愿选择而应该承担
的责任;崇敬那些不言代价与回报而无私奉献的人，努力做一
个负责任的公民。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衡量承担责任的代价与回报。

三、教学方法：学生的探究活动、教师指导、活动情感激励
法;讨论法;

四、教学过程：



一、什么代价 什么回报

1.第一个活动：“班委改选”

(1)、学生分角色朗读，教师展现情境和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2)、由学生自由发表意见

(3)、教师总结：我们在承担自己责任的时候，不仅对他人有
好处，自己也可能获得回报，如赢得自尊和自信，使自己独
立性更强，得到他人的承认等。但我们也要为承担责任付出
一定的代价，如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给自己带来负担，
也有可能会因失败而受到责备等。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付出
代价而不承担责任，因为承担责任是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

注意：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和交流。对承担责任的代
价和回报进行衡量和评估，不能凭一时冲动盲目做出决定。
并不是要学生在承担责任前斤斤计较，而是使学生在承担责
任时更加理性。

2.第二个活动：“对选择的评估”

(1)、理解小柯面临的几种选择，鼓励学生设想其他可能的选
择。

(2)、对每个选择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3)、教师总结：每一种选择都可能有相应的代价与回报，我
们应该自己做出选择。一旦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就 应该承
担起相应的责任。

注意：对每种选择可能产生的结果，学生会有不同的意见，
教师易善于倾听学生的意见，同时调控好课堂的节奏。

3.第三个活动：“我的决定”



(1)、教师说明：尽管责任意味着付出，但作为成长中的青少
年，我们要敢于主动承担责任，学会承担责任，为自己的选
择负责。

(2)、请学生在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各选
择一个新的责任，制定履行责任的行动计划，鼓励学生在今
后的生活中具体落实。

注意：在本单元结束后，教师对这项活动落实的情况进行反
馈调查，对按计划履行自己责任的学生予以表扬。

二、我的承担 我无悔

1.第四个活动：“小青的烦恼”

(1)、呈现情境和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2)、鼓励学生发表意见，交流自己真实的想法

注意：对承担责任的深化。对于有些事情并不是自己自愿承
担的，也应该对此负责。这是学生认识的难点。

2.相关链接

3.第五个活动：“弗兰克的故事”

(1)、呈现情境和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2)、在全班逐一探讨三个问题，给学生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
机会。

(3)、教师总结：在我们的社会，有些人千方百计逃避自己的
责任;有些人会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付出自己该付出的，
得到自己该得到的;还有些人从来不计较个人得与失，尽心尽
力的承担着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唾弃第一种人，努力成为第



二种人，对第三种人，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其中一员，至少我
们应该心怀感激，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的社会才更加美好。

注意：问题有一定难度，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
讨论，不要急于要求学生回答;同时问题的答案也并不是的，
学生的责任感有不同的境界，对问题的回答也并不相同，教
师要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不轻易否定。如果学生
给予否定的答案占主流，教师要加以适当引导。

五、课堂小结：

学生谈谈学习本框后的启示。(教师可引导学生从自己在履行
责任时的态度等方面来做答。

六、课堂作业：

可让学生学会整理本框的知识点，并整理本课的知识结构体
系。

七、板书设计

一什么代价什么回报

1、承担责任的代价与回报

2、做出最合理的选择，担当应负的责任

3、承担责任对个人的意义

二我承担 我无悔

1、主动承担那些不可推卸的责任

2、感激崇敬那些不计回报与代价，履行社会责任的人们



八、教学反思：

1、充分利用课本有效资源及课本中的案例，设计了5个活动，
让学生在不断地思考问题中探索质疑，学习知识， 同时，让
学生主动地参与课堂，既提高了学习兴趣，又学会了主动学
习，初步掌握了本学科的学习方法。

2、课堂师生互动比较成功，配合比较好。

3、课堂中学生能积极讨论，思考，并回答问题，虽然答题语
言不是很规范，但观点阐述基本正确，这还需要教师今后做
进一步引导。

需要改进之处：

1、教师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还不够!

2、在学法指导上，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这个方面还需
加强。

3、在知识的归纳总结这个方面的能力培养上做得还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