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弘扬法治精神争做文明青年 弘扬
法治精神演讲稿(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弘扬法治精神争做文明青年篇一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法律与道德的两难”。

从法律上讲，教师要保护学生安全的同时，自己作为公民也
享有人身安全的权利。也就是说当遇到威胁到自身安全的问
题时，教师是完全可以只顾自己的。但是，从道德上讲，我
们无论是什么岗位、什么年龄、什么阶层，都是要团结生活
在一起，互帮互助，我们是生活在人情味十足的地球村。弱
势人群是需要帮助的。相对于一名教师，学生就应该是弱势
人群，他们需要人去指导去帮助，若是置他们于不顾，我们
人性的美好面就没在这时消失了。

作为一名教师就有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要关心爱护学生，同
时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在地震后放下学生的安危而只顾自己逃跑，这是抛弃了教师
的责任和义务。在地震现场时，在楼房有震动时，在班级里
有那么多学生时，他自己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安危，这当然
是本能，但是他不光是人，也是为那么多学生负责的老师，
在想到自己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学生。难道说一句“大家快
跑”也会浪费他逃跑的时间？！老师不但要传道授业解惑，



更是要以身作则。我不知道这么一位零道德的老师是如何讲
授关于“道德、责任”等话题的。若是老师都像范跑跑，还
有多少父母愿意把孩子交给老师？老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肩上所负的是一代人的希望，是把这一代人向高思维高素质
发展的导师，是人类灵魂的铸造师。老师的言行在一定程度
上都会影响到学生，不管这个老师离自己近还是远。

我认为，法律应该要朝着道德方面制定，要讲究人性。

谢谢大家！

弘扬法治精神争做文明青年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初教0901班的伍丽媚,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说法,我
的演讲题目是《这些年,我们的法律》。

法律，这个词眼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正义、威严的象征。大
家或多或少的对它也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是90后青年，我们
所处的年代正是法制年代，生活中处处有法、事事关法，我
们必然要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这法律既然制定了我们就得按照它的条条框框来执行。
不然，我们的生活将没法正常运行。不排除有些人会认为这
法律跟自己沾不上边，我们要做什么是自己的自由，跟法律
全然没有关系，每天过自己的生活犯不上法。但作为一个社
会人，如果在这个社会中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为
所欲为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世界将混乱成什么样子？
所以必须有法律的束缚，我们的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我国的法律有很多种，我们常见的有《九年义务教育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
等等。这些法律都有《宪法》做为先决法律。我国的.法律制
定程序即立法程序，是指有法律制定权的国家机关在制定、
修改、补充或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步
骤和方法。首先是法律议案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提出，经过
审议、表决、公布法律。

法律并不是要惊天动地，学法用法我们须从身边做起。

有句古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点滴
小事，积累成山。别看这“学法用法，从我做起”，说着容
易，可要真正做到，还是得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和觉悟的。养
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不要
小看一件小事情，它正是你素质修养的体现，或许在不经意
间你就做了一个好公民，也或许在不经意间你就违反了规章
制度。举个再简单不过的例子，在我们在交通路口站岗执勤
的时候常常有人闯红灯还理直气壮，认为没有车通过或车不
多就能横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的规定你有
没有铭记在心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也能充分体现公民的
素质和修养。

让我们一起携手，从我们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遵纪守法。

弘扬法治精神争做文明青年篇三

法治精神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是现代社会基本规则的核
心。弘扬法治精神既是国家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是个人成长
的重要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积极践行法治精神，
尊重法律、遵守法规，并从中汲取心得体会。本文将围绕着
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性、法治观念的培养、守法从我做起、
依法维护公平正义、法治精神的内涵与价值等五个方面进行
探讨。

弘扬法治精神不仅对于国家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于个



人的成长成熟至关重要。法治精神是社会文明的象征，只有
在法治框架内，社会才能实现稳定有序的发展。处于法治社
会的人们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追求个人的权利与利益。
而对一个人来说，弘扬法治精神更是在积极践行中提升自身
素质、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从而使自己在社会中获得更好
的发展。因此，弘扬法治精神不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
每一个人应该践行的精神。

培养良好的法治观念是弘扬法治精神的前提。从小学习法律
知识，加强对法律的了解和认知是重要的一步。平时，家长
和学校都应该注重培养孩子们对法律的敬畏感和法律的意义。
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和学习法治知识，提
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只有具备明晰的法治观念，才能在实践
中更好地弘扬法治精神。

守法从我做起是每个公民树立起来的责任。我们要时刻遵守
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法、言行合一。要注意遵守生活中的
各种法规，从不违纪、不闯红灯，到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
痰，这些都是守法的小事，但却是展现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只有在自己的言行中践行法治，才能更好地起到引领他人的
作用。

依法维护公平正义是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方面。法律是社会
公平正义的保障，每个公民都应该承担起依法维护公平正义
的责任。当我们目睹不公不义的现象时，要敢于站出来维护
弱者的权益，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同时，要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是丰富多样的。法治精神包含着对普
遍正义的追求，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公平的渴望，更
包含了一种理性、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方式。法治精神不
仅能够为个人赋予权利，也要求个人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只有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的价值。同时，
法治精神的基础在于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它需要全社会的共



识与支持，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总之，弘扬法治精神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成长的重
要经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法律、尊重
法规，始终践行法治精神。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创造
一个更加公平、和谐、有序的社会。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影响
他人，以积极向上的行动践行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锤
炼自我，让我们共同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弘扬法治精神争做文明青年篇四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把每
个人的梦汇聚起来就组成了我们国家的梦，中华民族的梦，
因此每个人的梦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我们才能幸福和谐的生
活。

现在是“法治”社会、文明时代，“法律”就在我们身边，
时刻规范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只有学法、懂法，才能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一句话，对于法律，我们必须了解
它、学习它、遵守它。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
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
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
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知
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这“规矩”就是“法
律”。“法律”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谈到法律，
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
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
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
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



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
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
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
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
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
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
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
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
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
的行为的社会准则。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
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
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

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
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
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
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
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
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
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
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
势。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
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
了其中的15.l%。犯罪，无疑永远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
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正义。诚然，就我国
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为
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
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
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扞卫它!

只要我们心藏法制，我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不会
感情用事，我们就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事，
我们会维护国家和人民以至社会，当我们的行为都很好，很
规范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和平，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



主的环境里，快乐和幸福就会伴随着我们。

我最大的骄傲是身为一名中国人，最大的自豪是外国人叫
我“chinese”，最大的幸福是生活在中国，最不想放弃的称谓
是中国公民。我想你们大家应该也是如此，在为自己是中国
人而自豪，所以让我们一起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弘扬法治精神争做文明青年篇五

法治精神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象征，是一种社会进步的阶梯。
弘扬法治精神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自身的实践
和体会。通过深入的学习，我深深认识到弘扬法治精神的重
要性，并在实践中体会到其对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积极影
响。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懂得了合法权益的意义，法律与
道德的关系以及个人责任与法治的互动等。以下将从这几个
方面展开，分享我对弘扬法治精神的心得体会。

首先，合法权益的意义。法律是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的规范，
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中，法律有力保障了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我
的亲身经历中，我曾经目睹过一个场景，一个小商贩因为违
反规定被行政拘留，其摊位被拆除。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
只有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他人的权益，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同时，通过法律的约束，所有人在社会中都可以享有
平等的待遇，不会因为个人的地位、财富和权力而受到歧视
和不公平对待。因此，要培养弘扬法治精神，就要从自身做
起，积极遵守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尊重他人的
合法权益。

其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治精神是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
的统一。法律是社会道德基准的具体体现，而道德是法律规
范的精神支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时候，法律
只是规范了我们行为的底线，但是并不能规范我们的思维和
人际关系。道德则不同，它是从内心产生的，是对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要求。在法治建设中，我们需要养成良好的道德习
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日常行为。只有当
每个人都能内化道德并遵从法律，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和
谐、稳定、公正的社会。

最后，个人责任与法治的互动。法治精神强调每个人的责任
和义务。一个良好的社会需要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并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在我的亲身经历中，我曾参与过一次法律援助
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许多人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资
源，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让我意识到，我们要弘扬
法治精神，不仅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还要尽可能地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增加公众对
法律法规的了解；我们可以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帮助那
些无助的人获得合法权益；我们还可以倡导法律公正，提高
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只有每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的个人
责任，法治才能真正得到实施和弘扬。

综上所述，弘扬法治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个
公民的应有责任。通过深入学习和自身实践，我认识到法治
精神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积极影响。弘扬法治精神不仅需要遵
守法律，保护合法权益，还需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积极
参与社会事务，承担起个人责任。只有个人与法治相互促进、
相互发展，我们才能构筑法治社会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