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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随着

社会的发展，法律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也

越来越密切。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在对外

交往中，法律也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社会规范。

作为2l世纪主人的青少年，在新常态下，学习和掌握必要

的法律知识，是实现中国梦、振兴中华的需要，也是维护人类和

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法律常识和法制观念启

蒙教育，运用生动、形象的教育方式，可以使他们初步了解与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交通安全意

识、环境保护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养成

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对高中学生，本书主要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观念教

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民意识和崇尚

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使学生明辨是非，提高自我约束、自我

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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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常识

一、法律常识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这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生活在

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

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就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要求建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

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有法必

依”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

心环节。“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

规定办事，严肃执法、严格执法，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

严，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违法必究”要求严格追究违法犯

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

凡未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党和国家对我们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无限关怀，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

护、司法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家庭保护，要求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监护的职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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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保护，要求学校教育机构依照

法律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合

法权益实施保护。社会保护，要求全社会创造一种有利于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社会保护包括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文

化保护、身体健康保护、劳动保护、自由权和精神权的保护等

方面。司法保护，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

司法行政部门等依法履行职责，对未成年人实施专门保护措

施。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为保障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培养其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制定

的。这部法律设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对严

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为我们划清了明确的是非界限。许多违

法犯罪行为都是从沾染不良习气开始的。我们一定要重视道德

修养，自觉遵纪守法，谨慎交友，防微杜渐，避免沾染不良习

气，防患于未然。从小事做起，预防违法犯罪。

1. 什么是法律

法律是社会行为规范。与道德、纪律等规则相比较，法

律具有三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一是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二

是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强制性；三是法律对全体

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2. 违法与犯罪

凡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做出法律所禁止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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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都是违法行为。根据其违犯的法律，可以将它们分为行政

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

民事违法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的情节比较轻微，相对刑

事违法行为而言，其社会危害性较小，称为一般违法行为。刑

事违法行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是犯罪行为。

任何一类违法行为都有其法律后果，违犯者都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所谓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并依法

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

害性的行为，严重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第二，犯罪是

一种触犯刑法的行为，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标志；第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刑罚当罚性，是犯罪严重危

害性及刑事违法性的必然后果。

3. 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保护

凡未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党和国家对我们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无限关怀，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

会保护、司法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家庭保护，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

人的抚养、监护的职责，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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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保护，要求学校教育机构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未成

年人进行教育，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实施保护。

社会保护，要求全社会创造一种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社会环境。社会保护包括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文化保护、身

体健康保护、劳动保护、自由权和精神权的保护等方面。

司法保护，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

司法行政部门等依法履行职责，对未成年人实施专门保护措

施。

4. 加强自我防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为保障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其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而制定的。这部法律设专章规定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进行预

防、对严重不良行为进行矫治，为我们划清了明确的是非界

限。

许多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从沾染不良习气开始的。我们一

定要重视道德修养，自觉遵纪守法，谨慎交友，防微杜渐，

避免沾染不良习气，防患于未然，从小事做起，预防违法犯

罪。

5. 自觉抵制不良诱惑

我国法律规定：吸毒违法，贩毒有罪。《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把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参与赌博，屡教

不改”列为严重不良行为；认为充斥着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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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海洛因”会侵蚀和毒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认为邪

教是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毒瘤。

我们只有学会分辨并自觉抵制不良诱惑，才会有健康幸

福的生活。否则，我们会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6.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青少年学会自我保护，不仅需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和

勇气，也要有保护自己的智慧和方法：遭遇意外险情与伤害

时，需要冷静，要学会运用最有效的救助方法；遭遇不法分子

的侵害时，既要勇敢又要机智，特别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

情况下，不要与其硬拼，而要讲究智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

亡，保住最大的合法权益。

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维护权益的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法律。非诉讼手段，是我们维护合法权益常用的有

效手段；如果这种方式仍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要使用诉讼手

段，勇敢地到人民法院状告侵权者，通过打官司讨回公道。

7. 正确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

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公民在行使权利时要尊重他

人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要在法律许

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利，要以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利。

广义的义务，既包括法律义务，又包括道德义务。法定

义务是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必须履行的。所谓道德义务，是指

社会成员依据社会道德规范，自觉自愿地承担对他人、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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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责任。

法律鼓励做的，我们积极去做；法律要求做的，我们必

须去做；法律禁止做的，我们坚决不做。

在我国，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我们每个

人既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我们不仅要增

强权利观念，依法行使权利、维护权利，而且要增强义务观

念，依法履行义务。

8. 维护受教育权利，履行受教育义务

依据法律的规定，我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

是法律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是我们成长和发展的基础。

我国法律保护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当我们的受教育权被

他人剥夺或受到侵犯时，我们可以采用非诉讼方式或诉讼方式

予以维护。

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统一性、公益性的显著特征。作

为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履行受教育的义务，最主要

的有三项：其一，认真履行按时入学的义务；其二，认真履行

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不得中途辍学；其三，认真

履行遵守法律和学校纪律，尊敬师长，努力完成规定的学习任

务的义务。

9. 生命与健康的权利

人身权利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生命健康权是

首要的人身权利，是公民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享有其他一切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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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基础。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利。人身自由是

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

犯。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生命健康权，不容他人侵

犯。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民族的未来，其生命健

康权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

当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有权请求

国家保护。我们在享有生命健康权的同时，负有不得侵害他

人生命健康权的道德义务和法定义务。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

权，既损害了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也损害了自己，行为人要依

法受到相应的制裁。

10. 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人人都享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受到他人

与社会最起码尊重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人格尊严权。人格尊

严权具体体现为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人格尊严

不可侮，侮辱者必将受到社会道义的谴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名誉权集中体现了人格尊严。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名誉

权不受侵害，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侮辱或诽谤他人。

公民依法享有对自己肖像的支配权，包括肖像制作权、

使用权和获酬权。公民的肖像权不容侵害，未经本人同意，任

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当肖像权受到侵害时，我们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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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法律武器，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必要时可提起诉讼以讨还公

道。

姓名权是公民依法享有决定、使用、变更姓名，并且排

除他人侵害的权利。盗用、冒用他人姓名，是侵害公民姓名权

的两种具体表现。无论盗用还是冒用他人姓名，都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被侵权者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姓名

权。

11. 法律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隐私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保

密的权利。法律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维护

社会的安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侵犯

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能够自觉地尊重和维护隐私及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

标志。我们在增强法制观念、依法律己、尊重他人隐私的同

时，还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给自己的隐私上把锁。

12. 法律保护公民的智力成果

所谓智力成果，主要指依靠人类脑力劳动所创造的劳

动成果，表现为科学技术成就、发明创造以及文学艺术作品

等。智力成果权也称知识产权，通常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

标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等。

公民创造智力成果没有年龄限制，享有知识产权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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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年龄限制。国家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智力成果权、荣誉权

不受侵犯。作为一个公民，当自己的智力成果受到侵害时，要

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还要积极参与社会

对智力成果的保护，尊重他人的脑力劳动，不做侵害他人智力

成果的事情。

13. 法律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公民依法享有私有财

产继承权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当我们的财产所有权受到侵犯时，应

及时寻求法律帮助，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只有当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才可以继承。

依照我国继承法，继承方式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

种。

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要按照继承顺序继承。第一顺序

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或第一

顺序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14. 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我国

消费者享有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

求偿权、结社权、获得教育权、人格尊严与民族风俗习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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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权、监督权等9项权利。

（1）消费者享有安全权。人身、财产安全，是公民在社

会中生存的基本条件。

（2）消费者享有知情权。有权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

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

（3）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

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

项服务。

（4）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

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作为消费者，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尽量不给不法经

营者以可乘之机，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在侵权行为发生以

后，我们应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使

不法经营者显露原形、受到惩治。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要履行自

己的义务，维护市场秩序，做有修养、守秩序、道德高尚的

“上帝”。

15.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这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生活在

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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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16.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要求建

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有法必依”要求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执法必

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严肃执

法、严格执法，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这是依法治国的

关键。“违法必究”要求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

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

节。

1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

的根本问题；从效力上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制定

和修改的程序上看，宪法比普通法律更严格。

18. 关心国家大事，正确行使监督权利

我国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参加国家管理、参政议

政的民主权利。我们要关注国家建设、国家管理，对于改善环

境、整顿秩序、维护治安等身边的事乃至国家大事，可以向有

关部门提出自己的建议。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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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

我们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正确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

反映情况应当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投诉和举报时，不得

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也不能采用贴大字报、聚众

闹事等方法。

19．维护国家安全是青少年的义务

国家安全，包括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国家

的机密不被窃取、泄露和出卖，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国家的

安全关系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没有国家的安全，公

民个人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关

心、维护国家安全，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基本义

务，也是青少年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

20. 青少年要增强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

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表明了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程

度，而且对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有着重大的促进作

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中

提出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

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

的报告中，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

识，无疑是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

础。

21. 公民概念的定义。公民通常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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