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法守法律演讲稿 学法律知识做
守法公民演讲稿(精选5篇)

辩论是培养团队合作和合理辩论技巧的好方式。以下是一些
具有启示意义的民族团结的真实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吧。

学法守法律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每年的12月4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教育日，今天，在又一个法制
宣传日来临之际，我想与诸位谈谈法制。

管子讲：“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成，以法教
治民则安。”而法律就是我们全社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矩。
我们每天的学习、生活都有各项法律法规规范着我们的一举
一动，升国旗时，《国旗法》要求我们正以肃静，敛以心神；
在环境保护，关爱自然方面，《环境保护法》、《爱国卫生
条例》等都是我们日常行为的准绳；作为学生，每日奔波在
上学，下学途中的我们，是否明确《道路交通法》我们行为
的限制；在对待残疾人的关爱行为方面，《残疾人保护条例》
告知我们正确的所行；当网络的世界愈发奇幻迷离，引人留
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拱卫着
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处处涉及到法。同时，我们
要知道：法是规范我们言行的基本准绳，它给我们指明哪些
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做，我们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在学习
生活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
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各项法律都是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其中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每个人都能遵纪守法，那么我们的
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青少年是祖
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法律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未来社会的稳定程度。

同学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知法守法，与法同行，我们
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自觉学习基本的法律知识，逐步培
养法律素质，愿君冶学于校，以法修身，行事于人，经法研
性，他日匡世于国，鸿鹄天地。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学法守法律演讲稿篇二

亲爱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年是我国“六五”普法的第一年。12月4日是我国法制宣传
日，也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纪念日。今年法制宣传的主题是
“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具体要求是：
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重点宣传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
经济制度，大力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
基本原则。使全校师生全面深刻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宪
法意识、公民意识、爱国意识、国家安全统一意识和民主意
识。在全校形成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充分发挥法律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
教育部在20__年11月15日印发的《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制宣
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将成为高考、中考的内容。

法制教育是中学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生法律素
质的培养已成为社会和学校共同关注的问题。从目前形势来
看，青少年犯罪现象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低龄化和犯
罪手段成人化的倾向。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是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簿；

二是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的膨胀、自我控制能力的脆弱；

三是交友不当、辩别是非能力差，解决问题感情用事，方法
偏激、粗暴；

四是好逸恶劳、贪图享受。

从犯罪分子犯罪发展过程来看，他们的犯罪都不是偶然，都
是从小错开始，是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即所谓“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

以上现象警示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就应该
从现在开始学法、知法、守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
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同学们，你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栋梁。让我们增强法制
观念，争做合格公民，肩负起人生使命和社会责任，学会做
人，学会求知，学会发展，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在纷繁的大千世界里健康、阳光、平安地成长，让
生命的航船绕过一道道暗礁和险滩，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学法守法律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学法知法守法、共创人类文明。

我校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六五法制宣传教育和法
治建设工作，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被评为xx市__普法中期检查先进单位。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我校同学中还存在一些法
制意识淡薄的突出问题。

首先、同学们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
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只有远大理想的人才能
勤奋刻苦、奋勇拼搏，体现自身价值。

其次、各位同学要不断提高法制观念，用法律标准约束自己，
要做到学法、懂法、守法。首先要养成良好的守纪习惯，用
校纪校规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遵守纪律是遵守法律的最基
础的环节。同时，要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知道什
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要学会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增强法
制常识，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
保护能力。

再次、青年学生要有宽广的胸怀，不因小事激化同学间的矛
盾，要搞好同学之间的团结，遇事要三思而后行，不可鲁莽
行事，要接受健康的思想，并时刻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己
的言行，争当文明、遵纪、守法的学生。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我们
每个人的实际行动去共同创建人类社会的伟大文明。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3篇《学法律知识
做守法公民演讲稿》，您可以复制其中的精彩段落、语句，
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档以便编辑使用。

学法守法律演讲稿篇四

亲爱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小公民》



春风吹过，我仰起头，看到湛蓝的天空中，风筝在那儿舞动，
地面上，孩子们手中收放着的线，使风筝在天空中飞舞得更
加美丽。我想，如果没有线的束缚，风筝也会迷茫。作为一
名小公民，咱们需要的则是法律的束缚。同时，咱们也是二
十一世纪的青年，将要用双手拥抱未来。在此之前，咱们必
须要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小公民。

从前，我喜欢漫步于校园，接受着知识海洋的陶冶，我始终
忘记不了一句话，“德是成功的基石”，我学会树立良好的
道德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它的
第一次出现，总给我一种神秘而威严的感觉，从早到晚，它
一直陪伴着我，它的神情是那样严肃，但是它的存在又给予
我无限的安全感，好似它成了我的保护神。如今的我啊！感
觉法律是那样的高大，它的光环将我包围。原来法律离咱们
如此之近，现在的我更一步的认知了法律。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一句话，告诉我
着咱们要懂得法律，当今社会上，很多少年因无知导致犯罪。
对法律的无知使他们浑然不知的走向违法犯罪。而咱们应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全国上下，每一年所
构成的犯罪案中，未成年人所占的比例仍在逐年增加，对于
这种青少年犯罪，国家已引起了高度重视。有一位记者曾随
机采访过几所学校的数位同学，问他们有关法律的知识与常
识，而可以笞对的同学是少之又少。从这个事例中体现了什
么？如今的每一位学生，更多的是需要法制教育，使他们能
够懂法，梁启超先生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一个国家的希望，在于他整个下一
代的素质，只有如今每一位青少年具有强大的法律意识，一
个国家的将来才可能向真正健全的法制国家更进一步。大家
都知道，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一个国家即使经济实力再强盛，假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
遵纪守法的国民，也仍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文明、强大的国家。
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咱们要做遵法、守法的好公民；触法、
犯法迎接咱们的便将是法律的制裁。如果说道德是人们追求



的较高境界，那么，不违法则是人们行为的底线。咱们维护
自尊，培养自信，实现自立，力求自强，一个重要的条件就
是遵守法律。遵守法律就是不能违法，而不违法，就要知法、
懂法。

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的，也是一个和谐安定的时代，
但是，当咱们走过熟悉的街头，看到的是什么？一群十三四
岁的小孩子嘴里却说着一些难以入耳的粗痞之言；当同学之
间发生争执时，就用武力进行解决，而周围的同学竟然以此
为乐！就这一点，我不禁要问，是谁，到底是谁撕毁了中国
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传承？咱们要做一个守法的青少年，咱们
就应该，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咱们的心中应
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播散正能量
的种子。

同学们，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社会，让咱们携起手来，
遵纪守法，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学法守法律演讲稿篇五

亲爱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努力提高
公民的守法境界》。

守法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感性式的消极守法。处于这
个守法境界的公民之所以守法，原因在于他们怕“法”、
惧“法”。在他们看来，法律乃不吉之物，“讼终凶”。法
律是长牙的老虎，一旦违法就会被咬住，轻者则要破财吃官
司，重者则要受到司法审判，甚至拘役坐牢。学习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努力提升公民的守法境界。因此只有守法，才
能避免被法咬住的厄运。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



会规范，不是没有牙齿的纸老虎，公民惧怕“法老虎”体现
了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但因惧法而守法是一种感性式的消
极守法，这是守法的最基本要求和底线，是守法的最初级形
态，也是时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守法心态。

第二重境界是理性式的积极守法。此重守法境界的公民守法
是出于对所守法律的信任，对守法责任的担当，和对守法结
果的确信。他们认为，法律是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统一体，法
律不仅是“刀把子”、“法老虎”，更是“正义之神”。只
有遵守法律，才能保持法律秩序的有序运行，才能保证法律
功能的有效发挥，才能保障权利、实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