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 晨读宪法心得
体会(模板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人民的基本法规。晨读《宪法》
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宪法的精神内涵和法律意义，更深刻
地认识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法
治文化建设和培育公民法治观念。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读完新
闻之后，花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宪
法》，领会其中的含义和精神。

第二段：对宪法的理解

在阅读《宪法》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宪法的基本原则、国家
制度、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
等方面入手，逐步深入理解宪法法律体系。宪法所倡导和强
调的法治观念，是我们要始终铭记的，要坚持宪法首要地位，
严格依法行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正义，加强国
家制度和法律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

第三段：对社会现象的反思

在阅读《宪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比如腐败现象、法律意识淡薄、公民意识不强等。这
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的法制教育不足、法律法规缺乏普及等
原因有关。因此，我们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公众法律意识，
加强国家法制建设，保障公民权利，树立法治文化。



第四段：对与人相处的启示

宪法的实施不仅是政府和机构的责任，也是公民的责任。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从宪法中汲取智慧，滋养心灵，学会合理地
处理人际关系，做一个知法守法的良好公民。当我们遇到与
他人的纷争时，应学会依法维权，尊重法律，遵循法律程序，
促进社会和谐。

第五段：总结

晨读《宪法》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宪法的理解，增强法律意识，
营造法治文化。我们要将宪法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生活中，重
视法律的普及教育和实践应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法治，做
好法治文化建设的宣传工作，为建设法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
量。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二

宪法沿着中国丰富多彩的改革之路不断演进，到今天国家宪
法日的设立，谈及其意义，无不彰显出我们执政党依宪治国
的坚定决心。网友们纷纷点赞，为这一草案拍手叫好。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日的到来，让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公
众心中烙上烙印，生根发芽，无论是各党执政者、社会团体
还是普通群众，都必须尊重宪法、尊重法律。有一句话说得
特别好：重在执行，贵在恒。实实在在的执行宪法，违宪行
为必须坚决被惩处，才能让宪法落到实处。宪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宪法日的到来，真是人心向往的好事。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这个“制度的笼子”则首
先是“宪法的笼子”，各级公务人员、政府机构的行政作为，
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活动，只有政府依法行事了，公众才更愿
意积极跟进，加快法治进程。通过国家宪法日，更可以给广
大公众上一堂生动而必要的宪法课，让公民的各种合法权益
得到程度的保障，让《宪法》成为公众保护自我的最根本的



法律武器。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三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晨读《宪
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家固
有的基本法律、法规和道德标准。这不仅是我们的法律意识
的培养，更是我们作为一名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接下来，我
将分享我对“晨读《宪法》”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晨读《宪法》的收获与益处

在晨读《宪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了解法律知
识，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公民素养、政治素质，增强我们的法
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同时，晨读《宪法》还能使我们更加自
觉地遵守法律，不断增强我们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
过晨读《宪法》，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权
利义务、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还可以帮助我们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以及更加深刻地理解国家的政
治制度和运作机制。

第三段：晨读《宪法》的艰辛与挑战

晨读《宪法》的过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
觉得体力透支，学习压力大，精神疲劳等问题，这些都是晨
读带给我们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贵在
坚持，贵在深挚，我们就能收获到更大的成果。同时，每当
我们坚持完成一次晨读，《宪法》的内容又会给我们带来更
多的思考和启发。

第四段：晨读《宪法》的方法与技巧

首先，请选定一个习惯时间点，建立良好的晨读习惯；其次，
明确目标，每日抽出固定时间，按照每日学习计划，逐步深



入了解《宪法》的内容；第三，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
要按照章节的顺序逐步阅读，还要注意综合对比各个章节的
内容，对自己所学内容进行学习总结；同时，我们还可以在
晨读后，进行实践和思考，将晨读《宪法》的知识运用到我
们的生活和工作中。

第五段：总结与结论

晨读《宪法》是一种提高自己国家法律意识，增强公民意识
的方式。在晨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积淀知识、提高素养、
增强思想、传承价值等，而这些都是我们追寻美好生活的基
石。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密切关注《宪法》的内容，
将晨读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增强
自己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为推进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
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四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
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
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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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
发展。

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
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
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
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宪法的发展历程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n，本是组织、确立
的意思。

古罗马帝国用它来表示帝王的“诏令”、“谕旨”，以区别
于市民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

欧洲“封建”时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对国家制度的基本
原则的确认，含有组织法的意思。

英国在中世纪时期建立了代议制度(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先秦
时期是没有的)，确立了国王没有得到议会(代议机关)同意就
不得征税和进行其他立法的原则。后来代议制度普及于欧美
各国，人们就把规定代议制度的法律称为宪法，指确认立宪
政体的法律。

“宪”、“宪令”、“宪法”等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与“法”同义，日本古代“宪”也指法令、制度，都与现
代“宪法”一词含义不同。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西方立宪政治概念的传入，
日本才有相当于欧美的概念出现。

宪法世界各国的早期宪法形式

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清廷
制定宪法，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1908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的
《钦定宪法大纲》，从此“宪法”一词在中国就成为国家根
本大法的专用词。

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是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它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争夺政权过程中互相妥



协的产物。通过一系列逐步限制王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
力的宪法性法律，如《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王位继
承法》《国会法》等，这些宪法性法律同政治惯例、司法判
例一起构成了英国宪法，确立了英国立宪君主制政体和议会
内阁制。

美国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胜利后，于1776年由各
州的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草拟了《邦联条例》，经各州批准
后于1781年3月生效，成为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开创了一个成文宪法时代。1787年9月通过的《美国宪法》
于1789年4月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制度
和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总统制。1791年法国制定了欧洲大陆
第一部宪法，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与公民权
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在这部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兰西
第一共和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法国家，但英国宪法没有制定出一部
统一的，完整的成文法典，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
性文件，法院判例和国会惯例所组成。

美国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是以1776年美
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通过的《独立宣言》和联邦条例为基础，
于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宪中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
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
内容上有“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个部分组成。

宪法的几项原则

资产阶级

(1)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观念最先由法国的波丹提出，后来卢梭创立了人民主权
学说。

(2)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

(4)权力制约原则

近代分权学说是英国洛克首先倡导而由法国孟德斯鸠所完成
的。

宪法社会主义

(1)人民主权原则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
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基本人权原则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确
立了基本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也成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之一。

(4)权力制约原则或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五

第一段：引言（100字）

宪法晨读视频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通过晨读宪法典型案
例的视频内容，将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呈现在眼前，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宪法的内涵和法治精神。在接触这种学习方式的
过程中，我深感受益匪浅。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我
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视频形式的优势（200字）

晨读视频通过图像和声音的有机结合，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宪
法案例的情景，使学习更加生动鲜活。在过去，我们只能通
过书本中的文字来了解宪法相关知识，这使得学习变得枯燥
乏味。而现在，通过视频的形式，学习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宪法的具体应用场景，更易于理解和记忆。这种直观性的学
习方法让我深感其独特的优势和魅力。

第三段：学习效果的提升（300字）

比起传统的学习方式，宪法晨读视频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
和主动性。在我参与晨读视频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
学习动力明显增强，每天早起播放视频成为我行程的一部分。
而且，通过观看视频，我不仅可以了解案例的事实和细节，
还能借鉴相关案例的法律逻辑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提升自
己的法治素养。以往只看文字的学习方式中，这些细节和思
维方式可能被容易忽略，而视频的形式使得这些内容变得直
观可见。

第四段：互动交流的机会（300字）



在视频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可以通过评论区与其他学习者
进行交流和讨论。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可以与他
人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也可以从他人的评论中学习到更多
的知识和观点。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我不仅对案例本身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于法治和宪法的重要性也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这种互动交流的机会拓宽了我的视野，使我在学
习过程中收获了更多的东西。

第五段：结束语（200字）

宪法晨读视频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学习方式，也促使我们更好
地了解和理解宪法。通过这种形式的学习，我们可以更加深
入地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和法治的价值。我相信，只有不断
推进法治建设，才能够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进步。因此，
我会继续坚持晨读宪法视频的学习方式，努力提升自己的法
治素养，为实现国家的法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宪法晨
读视频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学习方式，也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
和理解宪法。通过这种形式的学习，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
识到宪法的重要性和法治的价值。我相信，只有不断推进法
治建设，才能够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进步。因此，我会
继续坚持晨读宪法视频的学习方式，努力提升自己的法治素
养，为实现国家的法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六

“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三国时刘备告勉自己儿子刘禅的
一句话，这位古代政治家的至理名言虽然历经1700多年，但
它的哲理光芒永存。

小时候，爸爸妈妈就在我心里播下了“法”的种子他们告诉
我，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闯红灯;和小朋友一起玩时，他们
告诉我不能欺负小朋友，要和小朋友互相谦让，一起玩。及
至上学以后学校的老师们和爸爸妈妈一样，也告诉我们应该
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还请来了很多警察叔叔阿姨给我



们讲违法乱纪的危害，用活生生的例子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
在他们的教育下，我知道了：做坏事不仅仅是要被警察抓起
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做了坏事会给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
不方便，会影响别人的生活，也会改变自己的生活，让自己
走向深渊。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在慢慢长大。在电视报道上，在报刊
杂志上，甚至就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看到了，也深深地意
识到：遵纪守法应该从小做起，我们应该从小学会在法律的
制约下生活。否则，很可能会触犯法律，而如果触犯了法律，
最终后悔的会是自己!

宪法在根本上和宏观上确定着控制国家权力的基本原则、基
本制度和基本方法。而宪法确定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
基本方法的最高价值是维护人的尊严，可以说，宪法所确定
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维
护人的尊严而展开的。在这一最高价值指导之下，宪法设定
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及其具
体运行、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依照这一最高价值，
设定了控制国家权力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一切国家权力
均来源于宪法并受制于宪法，宪法不仅控制着整个国家权力，
而且国家权力之组成部分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
和展开，均需遵从宪法的最高价值和由这一最高价值所决定
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因此，我们所直接体验和观察到的
国家权力的运行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和展开，
都是宪法影响社会生活的具体体现。

总之，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实现国家的
长治久安，就必须保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协调与平衡。
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必须始终将宪法放在心
中，保护公民权利，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只有为人
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只有为人民谋取
幸福和安宁的义务，没有侵犯公民权利的特权。这是我们神
圣的宪法责任，也应是我们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七

学习法律的途径有很多：上网、读书、看报、看电视??我们
只有做到知法，学法，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事我们应该去做，
什么样的事是法律禁止做的，才能真正做到懂法、守法。

其次，我们要懂法、用法。我们只知法、守法，是不行的。
我们还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
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违反法纪的事。如：
闯红灯、乱穿马路、逆向行驶、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这些
违纪违法现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很
大的不便，给社会治安带来的混乱。

那么，我们要及时上前劝阻，还可以叫大人或是民警叔叔来
处理，防止小事闹大宪法晨读心得体会心得体会。

可见，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他既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
也会成为我们的秘密武器，是我们的保护伞，保护我们的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让我们与法同行，摆脱鲁莽，拥有理智;让
我们与法同行，远离脆弱，变得坚强;让我们做个学法、守法，
懂法、用法的好少年，在法制的蓝天下茁壮健康、快乐地成
长!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八

晨读《宪法》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习惯，这既是对法治
精神的一种见证，也是对个人素质的一种锻炼。在读完《宪
法》后，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份文件不仅是国家最高的法律，
更是我们人民的利益保障和社会进步的指导方针。通过晨读
《宪法》，我们不仅可以加强自己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
还可以建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进而更好地依法行事，
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段：对于晨读《宪法》的理解

在每天读完一些《宪法》条文后，我深感人民利益的至高无
上与人民权利的重要性。宪法所规定的一系列权利与义务，
为实现人民对于价值、尊严、自由、平等、民主、基本权利
等方面的诉求提供了法律保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在
《宪法》中初步认识到，宪法并不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而是还包含基本法律、行政法规、法律条例等。这些
具体的法律文件所涉及的每一个条款，都具有法律效力，必
须得到严格的遵守。

第三段：晨读《宪法》的作用

晨读《宪法》除了在短时间内帮助我们培养法律意识外，更
重要的是能够积累知识并养成正确的法制观念。《宪法》的
学习过程，让我们不仅了解每一个条款背后的立法思想，更
加深入了解大量的法律条文和法律知识，了解祖国的国家制
度、权力机制、法律法规。同时，通过学习宪法，我们能够
建立起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法治理念，并在人际交往中养成
守法守纪的素养，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自身的价
值。

第四段：晨读《宪法》的启示

晨读《宪法》，让我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平民所应具备
的社会责任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对于敬畏法律、遵
守法律和为法律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我从晨读《宪法》中学
到的重要启示。同时，作为新时代的一份子，我们还应该在
知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参与公益事业，
养成实干的优良作风。只有在我们个人努力和集体力量之下，
才能共同推进中国社会法治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脚步。

第五段：总结



晨读《宪法》，是一种重要的法制教育方式，它给予每一个
人以法律思维和法治意识。这恰恰是晨读《宪法》的意义所
在。正是这种方式，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了解法律，尊重
法律，从而保障自己的权益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纵使
朝阳初生，也要以平常心态，坚持不懈地进行晨读《宪法》，
始终将法律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弘扬法治精神，共同
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宪法晨读活动主持稿篇九

二、领悟宪法

我们已经都知道，宪法晨读是我们每天早上的必修课，通过
读宪法来理解宪法，这便是我们需要领悟的宪法。宪法显示
其权威性、规范性、指导性和约束性，从而对整个社会起着
重要的疏导和引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透过字面
的意思，反思法律文本的实际意义，明确人民当家作主、法
律至上、公民有权、社会治理等概念。领悟的宪法需要我们
每一个公民用实际行动去体现。

三、学习宪法

宪法晨读体现了一种集体的、集中的学习方式，无论老师、
学生、工人、农民，我们都可以通过宪法晨读这种形式，更
深入细致地了解宪法内容，在学习宪法的过程中掌握新情况
新动态，增强自身法律常识。通过学习宪法，我们能够获得
更多的法律知识，将其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并更好地
让我们了解公民的基本权益，从而保护我们的自由和人权。

四、宪法意识

在阅读宪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和学习宪法，浅显
易懂的宪法内容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通过阅读宪法，更
重要的是让我们具备一种正确的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作为



公民，只有正确具备宪法意识，才能够依法办事，保护自己
和他人权利，良好的法律意识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法律法规，
从容应对法律状况，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五、宪法晨读

阅读宪法，正如每天的早晨一样，是我们的生活中一个必不
可少的环节。正是通过拓宽我们的知识和想象能力的方式，
我们才能扩展我们的人生视野。 宪法晨读，是一门实用的法
制常识课程，感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法律制度等内容，并
且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一个公民的法制常识和法律观念。 在宪
法晨读之中，我们了解国家宪法，认识基本权利和义务，理
解国家法律法规，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生目
标，步入更加宽广的社会视野。

结尾

通过宪法晨读的过程中，我们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加强自
身法律提高，形成了正确的法律观念和公民意识，从而更好
的进行社会活动，积极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逐渐追求人生
价值的实现。宪法规范了人民公民的行为，而通过宪法晨读
的过程，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宪法、领悟宪法、学习宪法、
加强宪法思想意识，形成拥护宪法法治精神的公民自觉。宪
法跟随我们的生命，渗透到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我们需要
认真的去阅读尊重与学习宪法，才能更好的践行公民责任，
让我们笃定的在法制的基础上，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
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