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弘扬法治精神研讨发言材料(汇
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弘扬法治精神研讨发言材料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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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法治精神研讨发言材料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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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法治精神研讨发言材料篇三

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是我们每个人的责
任。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文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保障。弘扬宪法治国
精神，意味着维护宪法权威、遵守法律法规，从而推动全面
依法治国。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宪法治
国精神的重要性与内涵。

第二段：坚持法治思维与法治精神

弘扬宪法治国精神，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法治思维
是宪法精神的核心，它意味着用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用法
律的约束来治理社会。在生活中，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依
法行事，不以个人喜好为准绳，坚持以法律为依据来判断和
决策。同时，宪法精神也要求我们保持法制意识，增强法律
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这需要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法律
保持一致，做到内外统一。

第三段：依法尊崇与践行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律，也是公民的权益保障。弘扬宪法治
国精神，就要在具体行动中践行和尊崇宪法。我们不仅要了
解宪法的基本原则，更要贯彻执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在生活中，我们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违法、不触法；在
工作中，我们要严格依法办事，不滥用权力、不蛮横执法；
在社会中，我们要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公平正义，不怕强权、
不忍欺凌。只有当每个公民都能从内心尊重和践行宪法，我
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稳定。

第四段：培育法治文化与法治环境

弘扬宪法治国精神，需要培育法治文化和法治环境。法治文
化是一种以宪法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是整个社会对法治的认
同和信仰。我们应该加强对宪法的普及教育，让每个公民都
了解宪法的重要性和作用，树立法治的信仰。同时，我们还
要加强法治环境的建设，打造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
只有在法治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够自由表达、平等互助，实
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五段：与时俱进与宪法建设

宪法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我们要根据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和推进宪法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
程中，我们要注重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宪法的认识和
理解。同时，还要适应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加强网络法治
建设，建立网络法律体系，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只有不断与
时俱进，宪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推动社会进步。

结尾：

弘扬宪法治国精神，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
始终坚持法治思维，践行和尊崇宪法，培育法治文化和法治
环境，与时俱进地推进宪法建设。只有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法治化，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让我
们携起手来，共同弘扬宪法治国精神，共建法治中国的美好
未来。



弘扬法治精神研讨发言材料篇四

2)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也公正的法律。——托马
斯·莫尔(英)《乌托邦》

3)法者，治之端也。——荀况(战国)《荀子·君道》

4)人民的愉悦是至高无个的法。——西塞罗

6)自由是一种务必有其自我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
式。——李普曼

8)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汉)
《史记·酷吏列传》

9)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刘禹锡(唐)《天论
上》

10)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罗伯斯庇
尔(法)《革命法制和审判》

11)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战国)《管
子·法法》

12)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战国)《商君
书·定分》

13)宪法创制者给咱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
波斯纳

14)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
更为自由。——斯宾诺莎

15)法律解释者都期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拉伦茨

16)人类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托·富勒

18)凡法始立必有病。——韩愈(唐)《钱重物轻状》

19)弱者比强者更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威·厄尔

20)法律一多，公正就少。——托·富勒

弘扬法治精神研讨发言材料篇五

第一段：引入市场法治精神的重要性和目的（200字）

市场经济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不仅要求政府的宏
观调控，更需要市场主体的自律和公平竞争。而市场主体的
行为规范，依托于市场法治精神的弘扬。市场法治精神是指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平竞争，促进诚
信守法的行为准则。弘扬市场法治精神不仅是市场主体的责
任，也是社会整体良好发展的需要。而对于个人而言，体会
市场法治精神的重要性，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变化、规避
风险、实现个人价值。

第二段：在市场竞争中弘扬市场法治精神（200字）

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市场法治精神在市场竞争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市场法治精神能够维护市场竞争
的公平性。只有市场主体遵守法律法规，不搞不正当竞争行
为，才能让市场竞争公平和健康地进行。其次，市场法治精
神能够保护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只有创新和创业者在法治框
架下享有合法权益，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从事创新和创业活
动，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后，市场法治精神能够维护市
场信任和合作的秩序。市场主体信守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
商业信誉，才能够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起信任和合作的基础。



第三段：在消费中弘扬市场法治精神（200字）

消费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而市场法治精神在消费中同样
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市场法治精神要求企业遵循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确保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安全。其次，
市场法治精神要求消费者遵守购物的诚信，不得以欺诈、虚
假宣传等手段购买产品和服务。最后，市场法治精神倡导消
费者自觉抵制假冒伪劣产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
益。在消费中弘扬市场法治精神，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好的保
护，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第四段：在经济活动中弘扬市场法治精神（200字）

市场法治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竞争和消费中，也要贯穿于
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在经济交往中，市场法治精神要求市
场主体之间的诚信合作。诚实守信和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
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经济纠纷，提高信任和合作的效率。此
外，在经济活动中，市场法治精神也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建
设法治化的政府，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提升政府效能，为
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只有各个环节都弘扬市场法
治精神，经济活动才能在有序的法治框架下健康发展。

第五段：个人身份与市场法治精神（200字）

作为个人，每个人都是市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市场经济
中，个人的行为也需要遵循市场法治精神。首先，个人要了
解和学习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法律和法规的约束。
其次，个人在市场交往中要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以欺诈
和不正当手段谋取个人利益。最后，个人要树立诚信守法的
价值观，增加自己的商业信誉，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诚实
守信的行为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每个人都是市场法治精神
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以个人的身份发挥积极作用，才能共同
建设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



结论（100字）

市场法治精神的弘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个
体和集体都应当加强市场法治精神的宣传和培养，共同努力
营造公平、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作为个体，在市场竞争、
消费和其他经济活动中，都要遵循市场法治精神，树立诚信
守法的价值观，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弘扬市场法治精神既是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是对整个社会
利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