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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内容

课程介绍

相较于法学专业其他课程，宪法学是和国家治理、政治统治关

联最紧密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融合思政元素并将其贯穿到课堂教

学的各个环节中，润物无声，有助于学生从我国历史发展、国体、

政体的各个角度来清醒地、正确地认识中国宪法制度的基本理论，

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领悟中国智慧，建立四个自信，坚定政治信

仰和理想信念。

教学目标

思政育人目标：

一是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辩证思维和法学理论来思考宪法概

念和分类。在宪法基本概念和宪法分类的学习中，阐述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和法治建设的思想和重要论

述，让学生理解我国宪法的阶级性质和作为治国安邦总章程的重大

意义，建立理论自信。

二是引导学生通过辨析中西方、中国近现代不同阶级立场对

中国当代宪法及立宪精神的不同认识，增强学生观察分析能力，

培养宪法意识，建立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是引导学生结合我国国情实际，联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

程，增强学生对我国宪法意识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



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

“宪法的概念和分类”思政教学内容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法学理论分析宪法的概念、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深刻

地分析了社会各方面的现象，揭穿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地阐述

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

义从阶级性质的角度对宪法进行本质分析和定义，即：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

系，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彰显宪法的地位

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宪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

现人民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法。”等内容。

第三，结合知识点的讲解，穿插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

让学生从近现代史中了解国家近现代一路走来的艰难困苦和不屈

的民族精神，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教学方法

教学举措

1.教学方法：

（1）视频导入法：播放 30秒视频，给予学生关于宪法的初步印象。

（2）问题引导法：提出 3个思考问题，引导学生运用原始法感进

行简单的思考和讨论。

（3）对比法：对比中西方、近现代不同阶级立场对中国宪法看法

的区别，辨析西方学者对中国宪法制度的狭隘认识。

（4）串联法：在宪法的性质讲解中，串联起我国近现代宪法发展

的历程，说明宪法的阶级性和历史性。

（5）案例分析法：给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和比

较，理解宪法概念中的阶级因素、经济因素、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

2.教学举措：

（1）小组讨论：在问题导入阶段，将学生进行分组进行简短讨论。

（2）知识点讲解：结合思政内容对教材知识点进行深入剖析和讲

解。

（3）案例分析：结合提出的问题，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进

行辨析、解析。

（4）拓展阅读：讲解过程中，穿插我国宪法日、习总书记相关论

述等内容，深化学生对宪法概念和分类的认识与思考。

（5）总结升华：基于对宪法的历史性、阶级性及概念、分类的认

识，思考很多外国政府或外国学者对击中国民主制度和中国人权的

抨击。民主、人权都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内容，作为中国人，决不应

用西方的眼光看待中国宪法，应当坚定地树牢“四个自信”！



教学过程

（一）课程导入，创设问题情境，保留悬念（2 分钟）

向学生提出与宪法概念界定相关的 3个问题：

1.“中国自古就有宪法”，这种说法对不对？

2.“宪法是从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才有的”，这

种说法对不对？

3.“中国没有 Constitution（宪法）”，这种说法对不对？

本段操作：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大家以原始的法感对以

上 3 个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和讨论分析。但是暂时不揭晓答案，接

下来先进行宪法概念的知识点讲解。

（二）引用视频、拓展阅读，探究、讲解宪法的特征一、特

征二（8 分钟）

1.播放视频：“宪法 30秒：让你知道宪法有多重要”

讲解宪法的第一大基本特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

规定的内容与普通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同、在法律效力上与普通法律

不同、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与普通法律不同。

2.拓展阅读（1）：展示两个图表，一个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宪

法事件和宪法文本，另一个是我国建国以来宪法发展中的宪法文

本。

对比中西方宪法文本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

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都是对已经存在的民主事实的确认，所

不同的是，两种民主制度具有性质上的本质区别。

拓展阅读（2）：从毛泽东谈 1954 年《宪法》的论述到习近

平总书记对宪法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同志在谈 1954年《宪法》时曾指出：“用这样一个根

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宪法的重要论述有：“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

总章程，必须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

讲解宪法的第二大基本特征：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宪法发扬的是社会主义民主。

（三）揭晓答案，重点讲解宪法的第三大特征（9 分钟）

问题 1中“中国自古就有宪法”，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在当

时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推翻封建统治及其法律体制，为建立

资产阶级政权和法律制度，又同时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

和妥协性，不敢彻底向封建王朝根深蒂固的统治和制度提出挑战，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而事实上，“宪法”一词虽然经常

可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看到，但是都是指典章、制度等行为规范，

大多含有刑法之意，都属于普通法律含义，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

法。孙中山的这种说法，是一种革命不彻底性、妥协性、软弱性的

表现。

问题 2 中“宪法是从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才有

的”，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宪法”意味着“法

律的法律”，近代意义的宪法专指限制王权，规定国家机关权限、

组织及其相关关系，确认公民权利、自由的国家根本法，所以明确



“宪法”的概念、树立“宪法”的权威，必须要明确而坚定的将“宪

法”与封建社会的普通法律区分开来，予以宪法以根本法的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代表无产阶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革命的彻

底性，敢于旗帜鲜明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因此，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清醒而明确的提出了这一点。

问题 3中“中国没有 Constitution（宪法）”，这一说法是美

国学者提出来的。其抹黑我国民主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险恶之

心，昭然若揭。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联邦制合众国，

历史不长，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立宪建构之前，美国国内基本

上没有传统的其他统一法律。而中国国情完全不一样。在近代立宪

之前，国家和人民都已经存在，因此立宪就必须受制于国家的历史、

人民的政治记忆，或者说民情，也即“民族精神”。中国的立宪建

构，必须建立在已有的国情基础上进行。可以说，中美两种立宪的

建构模式是不一样的，首先就不能因为模式不同，而否定中国的宪

法。因此，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宪法缺乏立宪精神的这一说法是一种

狭隘的认识。

综上，宪法第三大特征就是“宪法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

比关系，宪法具有阶级性”——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反映这

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立

场、不同的国家国情，对宪法概念的认识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

必须充分考虑宪法的阶级性、历史性，运用辩证的思维来思考和分

析问题，才能理解中国当代宪法及立宪精神。

（四）总结核心知识点“宪法的概念”（3分钟）

核心概念和知识点讲解：

1.宪法是规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使民主制度法律化，集

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反映政治力量实

际对比关系。

2.必须运用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宪法。

3.宪法具有 3大基本特征：是国家的根本法（内容、效力和制

定、修改程序上与普通法律不同）；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集中表

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五）前后呼应，上下衔接，进行总结提升（2 分钟）

通过视频引导、案例分析、拓展阅读、核心概念与新知识点的

讲解与阐释，请学生再度回忆最早提出的 3个问题，运用新学到的

知识和接触的辩证思维、宪法精神来重新思考和分析问题，再次

巩固和加深认识。

总结提升：很多外国政府或学者在抨击中国民主制度和中国人

权，民主、人权都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内容，作为中国人，决不应用

西方视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中国宪法，要清醒地、正确地认识

西方制度和中国制度具体的区别，立足中国现实，树牢四个自信。

（六）布置任务，课后思考，复习与预习（1分钟）

复习思考：如何理解宪法的概念及其本质？（应当从其阶级

性、历史性来辩证的思考）

带问题预习：在了解和掌握宪法概念、性质、特征及分类的基



础上，请思考宪法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如何理解宪法意识的

作用？

教学创新与

特色

1.抓住一个切入点，融入思政元素。

本次教学既有知识教育的明线，更有思政教育的暗线。

课程设计从“3个问题”导入展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历史

阶段、不同的国家立场，对中国宪法的看法和观点完全不同。通过

对 3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结合中国近现代史、西方立宪建构的不

同点，经过深入剖析，阐明中国宪法的阶级性、历史性及现代立宪

建构的科学性，从而引出“宪法的概念与特征”等课程核心知识点，

让学生了解中国宪法立宪精神和本质特征，最后总结提升。

2.教学过程有提问、讨论、互动，学生融入感强。

3.教学中展示了大量图片、文本，对学生吸引力强。

4.教学内容穿插了中国近现代史、现实时政案例，进行拓展阅

读，比如利比亚撤侨事件,是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新闻，容易引

发学生共鸣，激发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主动性。

其他

教学反思：

1. 提问导入环节，可以看出，学生的原始法感并不强，对于

宪法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更多的是关注宪法规定的权利是否真的

实现了。

2. 案例分析与拓展阅读环节，可以发现，学生对案例背后的

爱国情怀很认同，但对于我国宪法对人权规定的内容并不熟悉，以

后在宪法具体内容的章节要注意详细深入的讲解。

3. 教学过程中的感性材料还需要更丰富一些。从学生的反映

来看，对故事性的案例很感兴趣，乐于关注，主动思考。比较遗憾

的是，受教学时间限制，不能找到更适合的案例视频，只能通过

PPT图片进行口述，否则还可以使教学过程更为生动。

4. 如果将部分讨论环节设计为分组辩论形式，通过辩论的碰

撞，将会使课堂更加有活力，也能激发和锻炼学生的思辨和口才能

力，可以在后续的课程中有意识的引导和安排分组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