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同步教学资源

思想政治
必 修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  组编

同步
TONGBU    DAOXUEAN

2

政治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时练 . 思想政治 .2, 政治生活 : 必修 /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组编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14.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同步教学资源

ISBN 978-7-107-28376-5

Ⅰ . ①课…  Ⅱ . ①人…  Ⅲ . ①政治课－高中－习题集 Ⅳ . ① G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6937 号

课时练    思想政治    2    必修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 ×124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16.75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电话：400-810-5788



编委会

丛书策划    左海芳    陈    晨    李建红    赵    颖

丛书主编    牛曼漪    李菁华

丛书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曼漪    孔令法    左海芳    白成友    刘大同

                    刘宗立    刘德斌    齐雪梅    李建红    李葆重
                     
                    张玉骞    陈    晨    赵    颖    谭    飞    熊作勇    

                    颜其鹏

本册主编    刘    霞    王恒信

本册编写    刘    霞    王恒信    刘振华

责任编辑    齐雪梅    展蕾蕾



98



　　　　　　　　　　　　　　　　　　　　　　　　　　　　　　　　　　　　　　　　　　　　　　　　　
　

　
　

　
　

　
　

　
　

　
　

　
　

　
　

　
　

　
　

　
　

　
　

　
　

　
　

　
　

　
　

　
　

　
　

　
　

　
　

　
　

　
　

　
　

　
　

　
　

　
　

　
　

　
　

　
　 　　　　　　　　　　　　　　　　　　　　　　　　　　　　　　　　　　　　　　　　　　　　　　　　

　
　

　
　

　
　

　
　

　
　

　
　

　
　

　
　

　
　

　
　

　
　

　
　

　
　

　
　

　
　

　
　

　
　

　
　

　
　

　
　

　
　

　
　

　
　

　
　

　
　

　
　

　
　

　
　

　
　 第一单元　公民的政治生活 １

第一课　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１

第一框　人民民主专政: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１

第二框　政治权利与义务: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 ４

第三框　政治生活:自觉参与 ８

第二课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１１

第一框　民主选举:投出理性一票 １１

第二框　民主决策:作出最佳选择 １４

第三框　民主管理:共创幸福生活 １７

第四框　民主监督:守望公共家园 ２０

单元复习课 ２３

第二单元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２６

第三课　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２６

第一框　政府:国家行政机关 ２６

第二框　政府的责任:对人民负责 ３０

第四课　我国政府受人民的监督 ３３

第一框　政府的权力:依法行使 ３３

第二框　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 ３６

单元复习课 ３９

第三单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４２

第五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４２

第一框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４２

第二框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４４

第六课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４６

第一框　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 ４６

第二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４９

第七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５２

第一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５２

第二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５４



　　　　　　　　　　　　　　　　　　　　　　　　　　　　　　　　　　　　　　　　　　　　　　　　　
　

　
　

　
　

　
　

　
　

　
　

　
　

　
　

　
　

　
　

　
　

　
　

　
　

　
　

　
　

　
　 　　　　　　　　　　　　　　　　　　　　　　　　　　　　　　　　　　　　　　　　　　　　　　　　

　
　

　
　

　
　

　
　

　
　

　
　

　
　

　
　

　
　

　
　

　
　

　
　

　
　

　
　

　
　

　
　 第八课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５６

第一框　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 ５６

第二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 ５９

第三框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６２

单元复习课 ６５

第四单元　当代国际社会 ６９

第九课　走近国际社会 ６９

第一框　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 ６９

第二框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７２

第十课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７５

第一框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 ７５

第二框　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７８

第三框　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宗旨 ８１

单元复习课 ８４

参考答案及解析 ８７

　　　　　　　　　　　　　　　　　　　　　　　　　　　　　　　　　　　　　　　　　　　　　　　　　
　

　
　

　
　

　
　

　 　　　　　　　　　　　　　　　　　　　　　　　　　　　　　　　　　　　　　　　　　　　　　　　　
　

　
　

　
　

　
　

　
　 学考评价作业(另册)

课时增效作业(一~二十五) １~４８

阶段检测卷(一~四) ４９~５６

模块检测卷 ５７~６０

参考答案及解析 ６１



１　　　　

　公民的政治生活


第一课　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第一框　人民民主专政: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１．识记国家的含义、根本属性,明确我国的国家性质.

２．阐释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本质.

３．理解我国人民民主具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特点.

４．分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新知自学
一、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１．国家
(１)含义:国家是 的工具.
(２)根本属性: .
(３)国家性质:是由占 的阶级的性质决定的.

２．我国的国家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 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

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根本性意义.

提醒: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广大人民的

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是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

产阶级的利益.

３．人民民主专政
(１)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本不同于剥削阶级掌握的

国家政权. 是国家的主人,拥有管理国家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对

实行专政.
(２)本质: 　.
(３)我国人民民主的特点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①最广泛
民主 的广泛性

民主 的广泛性{

②最真实

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制度、 和

　物质的保障

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ì

î

í

ï
ï

ï
ï

③最管用:我国建立了一整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

度体系
(４)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专政的职能.

点拨:区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民主

(１)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

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两部分内容,本质是人民

当家作主.

(２)人民民主仅适用于人民,具有最广泛、最真实、最
管用的特点.
(３)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按
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

家事务.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立国之本,
是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被庄严地载入我国

宪法.
２．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

自主小测

１．判断

(１)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公民当家作主. (　　)
(２)社会主义国家才是真正的全民的民主. (　　)
(３)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具有最真实

的特点. (　　)
(４)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

２．思考

我国高度关注民生,确立了到２０２０年实现社保制度全

覆盖,不分城乡、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做到

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
我国确立的上述目标是否意味着我国是全民的国家,
为全民服务呢?



２　　　　

课堂互学

探究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权司法

保障制度.这是中国对人权保护的制度强化.与此同

时,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高票重返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
政治、少数民族、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人权方

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高度肯定,是对中国高度重视人权

的肯定.
(１)想一想:我国高度重视人权的根本政治原因是什么?

(２)议一议:材料是如何体现我国人民民主是最广泛、
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的?




 



 正确理解人权

人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权利,其中,最
根本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人权状况不断改善,人权更有保障.我

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充分反映了我

国人民民主具有最真实的特点.

随堂检测

１．国家的根本属性是 (　　)

A．经济性　　　 B．政治性

C．阶级性 D．全民性

２．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性质是 (　　)

A．对人民实行民主

B．人民当家作主

C．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D．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３．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 (　　)

A．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B．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体

C．人民当家作主

D．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最真实的特点,表现在人民当

家作主的权利有 (　　)

①制度保障　②法律保障　③物质保障　④政治保障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５．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本届全国人大到会的代表中,有来

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人士、解放军战士、港澳和华侨代表等,并均占一定

比例.这说明我国 (　　)

A．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B．人民民主具有主体广泛性

C．人民民主具有权利广泛性

D．人民民主具有最真实的特点

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要
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怎样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摆

在全党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对此,邓
小平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毛泽东人民民

主专政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人民

民主专政的重要性.



３　　　　

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说明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民

主专政.

一、全面理解人民民主具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特点

１．最广泛的民主,主要表现为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和民主

主体的广泛性.

２．最真实的民主,主要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制

度、法律和物质的保障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日益

充分的实现.

３．最管用的民主,表现在我国建立了一整套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４．最广泛的民主、最真实的民主和最管用的民主的具体区分

特点 表现

最广泛

的民主

人民享有

广泛的

民主权利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监督

权等

民主主

体具有

广泛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

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

伟大飞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少

数人统治和压迫多数人的局面,使亿

万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最真实

的民主

人民当家

作主的权

利有保障

制度

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

法律

保障

我国已制定了大量有关公民基

本权利的法律、法规

物质

保障

公民选举所需经费均由国库开

支;在选举期间,国家掌握的报

刊、电视、广播等都为选举活动

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人民的利

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最管用

的民主

在我国建立了一整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体系

二、深刻理解民主与专政

１．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民主,它总是

属于统治阶级,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２．任何国家都具有专政的职能,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

阶级的专政.

３．在我国,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二者的辩证关系如图:

三、全面理解人民民主专政

显著特点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

利,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本质 人民当家作主

地位
是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立国之

本,是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作用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政治保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

生命



４　　　　

第二框　政治权利与义务: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

１．识记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与政治义务.

２．掌握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３．理解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４．树立正确的权利观、义务观.

新知自学

一、神圣的权利　庄严的义务

１．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１)含义:公民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

和 、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自由.
(２)内容

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　　　　的民主权

利,行使这个权利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

社会的　　　　　和　　　　　

政治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　　　　、出版、　　

　　、结社、游行、　　　的自由

监督权
公民的监督权包括　　　　、建议权、申诉权、

控告权和　　　　等

２．我国公民的政治义务

(１)含义:公民对国家、社会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２)内容:维护　　　　和　　　　;遵守宪法和法律;
维护国家　　　、荣誉和　　　;服兵役和参加民兵

组织.
二、参与政治生活　把握基本原则

１．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１)含义:我国公民平等地享有 ,平等地履行

,平等地适用 .
(２)表现:公民在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方面一律平等;
国家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 方面,对任何

公民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

法律的特权.

提醒: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指的是司法平等和守法平

等,而不是立法平等.

２．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１)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

统一的,二者不可分离.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上是

相对应而存在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

段和途径.公民在法律上既是 的主体,又是

的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

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
(２)要求:一方面,要树立 ,珍惜公民权利;另
一方面,要树立 ,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３．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１)原因:在我国,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

上是一致的.
(２)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的 .公民

在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时,要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结合起来.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

利益要服从 .

提醒: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与公民个人的

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也会发生

矛盾和冲突.

自主小测

１．选择

下列属于我国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必备条件

的是 (　　)

A．年满十八周岁

B．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C．有固定工作

D．在中国居住满一年

E．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

２．判断

(１)政治自由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行使这个权利是

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础和标志. (　　)
(２)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说明公民享有的

政治权利不断扩大. (　　)
(３)只有享有权利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　　)
(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享有的权利越多. (　　)

３．填空

现象 政治义务

因组委会没有准备中国国旗,

中国女孩在国际领奖台上要

求升中国国旗

①

个体工商户小华依法纳税 ②

全国各地适龄青年踊跃报名

参军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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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思考

阅读漫画«权利与义务»,回答下列问题.

权利与义务

你如何看待“这是我的权利,你的义务”的观点?

课堂互学

探究一 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

　近年来,我国微博用户数

量迅猛增长.微博呈井喷

式发展,使人人都是“通信

社”、个 个 都 有“麦 克 风”,

大大拓展了国人的言说空

间.微博在汇聚民众智慧的同时,也可能成为谣言散

布的途径.要引导人们在使用微博时采用合法方式,

尽到应尽的义务,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１)想一想:网民作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在互联

网上可以行使哪些政治权利和自由?

(２)议一议:有人认为,自己的微博是自己的“地盘”,我

的地盘我做主,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的政治自

由.这种观点正确吗? 为什么?

(３)谈一谈:公民应如何正确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

义务?

 
 自由≠不受约束≠扩大权利

凡是认为行使政治自由和权利不受任何约束的观点

或者认为政治权利可以任意扩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探究二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

基础,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则

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

河南省漯河市结合自身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完善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保障体系、建立留守儿童服务机制、办好特殊教育

学校,抓民生热点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

(１)议一议: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指享有的受教育权

利人人平均,人人一样.这种观点正确吗? 为什么?

(２)想一想:如何理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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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检测

１．在我国,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

务和社会事务、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政治权

利和自由包括 (　　)

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②政治自由　③监督权　④生

存权和发展权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２．我国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是 (　　)

A．政治自由 B．监督权

C．建议权 D．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３．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８０．３万个,同比增

长１４．３％.这表明我国公民享有 (　　)

A．结社自由 B．集会自由

C．出版自由 D．言论自由

４．我国公民根本的行为准则是 (　　)

A．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B．遵守宪法和法律

C．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D．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 (　　)

①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及平

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②国家在保护公民

的合法权利方面对任何公民一律平等　③国家在依法

实施处罚方面对任何公民一律平等　④任何公民都享

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

A．①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６．在我国,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

也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因为 (　　)

A．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比例分配的

B．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C．权利就是义务,义务就是权利

D．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７．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已经成为大众、媒体和政府高度关

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矛盾源于参与

主体的多元性、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以及利益调控机制

的缺失.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被拆迁人利益,个人

利益和公共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好个人利益与

国家利益的关系?

一、正确理解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主体.在我国,人民民主具

有广泛性,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主体是空前广泛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但是年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和依照法律被剥

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２．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地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

基本的民主权利.在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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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人民,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管理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选出自

己满意的代表,让他们代表自己行使参与管理国家事

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可见,是否认真行使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是关系到人民能否实现当家作主的重要问

题,所以说行使这个权利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

社会的基础和标志.

二、权利与权力的区别

比较 权利 权力

范畴不同 法律概念 政治概念

内容不同

是指 法 律 赋 予 公 民

的权利和自由,与义

务相对应而存在

一般是指 政 治 上 的

强制力量 或 职 责 范

围内的支配力量,总

是 和 服 从 联 系 在

一起

行使主

体不同
公民

主要是国 家 机 关 及

其工作人员

处分方

式不同
一般可以放弃

必须依法行使,不得

放弃

三、全面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１．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是统一的.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

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

２．从法律关系上讲,权利与义务是同时产生的,在法律关

系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既没有脱离义务而单独存在

的权利,也没有可以摒弃权利而单独履行的义务.

３．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常见误区

错误认识 指正

等同论:权利即是义务,义

务即是权利

权利与义务是有严格界限

的,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

割裂论:权利与义务是可以

分离的

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不能

将二者割裂开来

先后论:先享有权利,后履

行义务或先履行义务,后享

有权利

这种理论实质上割裂了权

利与义务的关系

侧重论:享有权利比履行义

务更重要或履行义务比享

有权利更重要

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不能

说哪一个更重要

均等论:享有多少权利就得

履行多少义务或履行多少

义务就得享有多少权利

公民享有的权利与履行的义

务不可能完全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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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框　政治生活:自觉参与

１．识记公民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２．理解中学生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和必要性.

３．正确认识中学生参与政治生活这一政治现象.

新知自学

一、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生活

１．行使 ,履行 .依法行使政

治权 利,依 法 履 行 政 治 义 务,是 我 们 政 治 生 活 的

.

２．参与 活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民主管

理,政府工作的改进和决策的完善,都有赖于人民群众

的广泛 和有效监督.

３．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 ,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和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

４．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 和 .我们

应当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

的地位和作用,自觉维护我国的 .

提醒:公民要依法、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

二、我们要参与　我们会参与

１．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 的作用.政治生活与

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存在着 的关系.政治生活

的内容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的问题.

２．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学习 .学习政治知识,有

重要意义:

(１)有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正确

的 .

(２)有助于我们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开阔面

向 、面向 、面向未来的眼界.

(３)有助于我们树立“ ”的国家观念,关心

国家大事,自觉地服从和维护国家利益.

(４)有 助 于 我 们 增 强 意 识,树 立 社 会 主 义

、 、公平正义的理念.

(５)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身的 ,提高参与政治生

活的能力.

３．参与政治生活,贵在 .参加政治实践的意义:

(１)可以激发我们参与 的热情,提高参与政治

生活的素养.

(２)可以培养我们 的行为习惯,增强参与政治

生活的能力.

(３)可 以 提 高 我 们 辨 别 政 治 是 非 的 能 力,增 强 走

的自觉性.

提醒:认为“参与政治生活就是参政”的观点是错

误的.

自主小测

１．判断

(１)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部

内容. (　　)

(２)党的领 导、人 民 当 家 作 主 和 依 法 治 国 是 有 机 统

一的. (　　)

(３)政治是国家的事,中学生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

(　　)

２．思考

某电视节目以其独特的视角、真诚的情感交流、淋漓尽

致的细节描写、跌宕起伏的叙事结构,在播出期间一直

保持着较高的收视率,为许多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请问:该电视节目是否属于公民的政治生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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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学

探究一 公民的政治生活

网络舆论是新事物,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情,汇集民智.

但网络舆论也有不利的一面.一起突发事件,往往瞬

间就会有海量跟帖,当事人有口难说是与非,很快就形

成“快意恩仇”“网络审判”之势.

你如何认识当前网络上的“快意恩仇”“网络审判”

现象?

探究二 中学生参与政治生活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北京市向社会公布了其高考改革

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从２０１４年起北京市将调整高考志

愿设计及投档方式,本科每批次第一志愿调整为两所

平行的学校.北京市从２０１６年开始,高考语文(文理

同卷)分值由１５０分增至１８０分,文、理科综合分值由

３００分增至３２０分.英语考试将实行社会化考试,一

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

分,成绩３年内有效.英语满分为１００分,与之前相

比,降低了５０分.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０月２８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

了公众的积极响应.

(１)消息发布后,公众为什么会积极响应?

(２)北京某校高一学生认为这一方案与自身利益息息

相关,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这次政治实践.假如你是

其中的一员,请你谈谈重视政治实践的理由.




 



 中学生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

在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和渠道是多种多样

的.对于中学生来说,参加学校的时事政治学习,养

成阅读、收听和收看新闻,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的习

惯,参加共青团的活动,这些都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实

际行动.

随堂检测

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这句话强调中学生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我

国,中学生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有 (　　)

①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　②关注我国在国际

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③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　

④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作出了全面部署,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 (　　)

A．赋予公民法定的权利

B．尊重和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C．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D．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３．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政治生活的内容更

多地涉及的是 (　　)

A．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的问题

B．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的问题

C．个人合法政治权利的维护的问题

D．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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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任何人都离不开政治生活,因此,我们应当以热情的态

度参与政治生活.我们中学生参与政治生活 (　　)

①必须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　②需要学习和懂得政治

知识 　③要重视政治生活实践　④要把权利与义务

对立起来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③④

５．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学习政治知识.学习政治知识,有

助于我们 (　　)

①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②关心国家大事,自觉地服

从和维护国家利益　③增强公民意识,树立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　④提高自身的

政治素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６．某市将要进行老城区房屋改造,在公布的拆迁地段中,

有一座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几名中学生得知这一

情况后,广泛搜集了有关该古建筑的历史资料,向市政

府提出了“妥善保护古建筑”的建议.

中学生为什么要参与政治生活?

一、深刻理解公民的政治生活

１．公民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有: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

义务(对应«政治生活»第一单元);参与社会公共管理

活动(对应«政治生活»第二单元);参与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对应«政治生活»第三单元);关注我国

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应«政治生活»第四

单元).

２．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是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依法

履行政治义务.

二、多角度理解“超脱政治”观点的错误性

１．社会上每个人的活动都离不开国家(政府)的管理,每

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的问题,而这正

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每个人不仅参与

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置身于政治生活之中.

２．我们都生活在国家环境之中,必然会受到国家制度、法

律、政策、方针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并由此产生一定的

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如对国家的感情和态度、对法律

的认识和态度等.

３．我们还生活在国际环境之中,因此,除了受国内政治生

活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国际政治生活的制约.国际

政治发生的重大事件难免会对我们国家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到个人.

４．政治生活的内容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

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与

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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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第一框　民主选举:投出理性一票

１．了解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差额选举的

含义.
２．理解不同选举方式的优点和局限性.
３．明确制约选举方式选择的因素.
４．认识公民参与民主选举的意义,珍惜公民的选举权利.

新知自学

一、选举方式的选择

１．选举方式

(１)直接选举:由选民　　　　选举的方式.
(２)间接选举:先由选民选出　　　　　　,再由他们

代表 　 　 　 　 选 举 的 方 式.它 适 用 于 　 　 　 　、

　　　　的情况.
(３)等额选举:正式候选人名额与应选名额　　　　.
等额选举可以比较充分地考虑当选者　　　　的合理

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选民的选择.
(４)差额选举:确定的正式候选人名额　　　　应选名

额.差额选举可以在候选人之间形成相应的　　　　,
为选民行使选举权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在选举过程

中,要避免出现虚假宣传、　　　　等情况.

点拨:图示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

２．制约选举方式选择的因素

(１)理论依据:选举方式的选择要根据 、物质

生活条件、 等具体条件来确定.
(２)我国选举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 ,并与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状况相适应.我国采用 与

相结合的选举方式.

点拨:不同的选举方式各有利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

哪种方式更好,必须从多个角度正确认识影响选举

方式选择的因素,并学会用历史发展的辩证观点分

析、判断、理解我国选举方式的采用.

二、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

１．珍惜选举权利的原因

(１)选民参加选举的 和 ,是影响选举

效果的重要因素.
(２)是否积极参加选举,是衡量公民参与感、
的重要尺度.
(３)怎样行使选举权利,如何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是
公民 和政治素养高低的体现.

２．行使选举权利的要求

(１)出于公心,以 为重.
(２)了解候选人的 表现,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

审慎投票.

自主小测

１．选择

下列应采用直接选举方式的是 (　　)
A．某县选举县人大代表

B．某镇选举镇长

C．通过演讲、答辩竞选省人大代表

D．村委会主任选举

２．判断

(１)直接选举使每位公民都有机会选择自己心目中最

值得信赖的当家人. (　　)
(２)最容易发生虚假宣传、贿赂选民等情况的选举方式

是差额选举. (　　)
(３)各级人大代表都是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的.

(　　)
３．思考

漫画中的“贿选”行为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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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学

探究一 公民的选举方式

　某村正在进行选举村委会主

任的活动,２８岁的王某不仅

自己要参加投票,而且把 自

己８９岁 的 奶 奶 也 背 来 参 加

投票.此次竞选共有３名候

选人,他们要进行竞选演说、
答辩,并且要当面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王某的奶奶

说:“这样选村主任多麻烦,直接确定一个候选人,大家

选他就是了.”王某说:“那是等额选举,不如差额选举

民主.”村民李某说:“先小范围选出代表,让代表来选

村主任也行啊!”
(１)想一想:材料涉及哪几种选举方式?

(２)议一议:等额选举不如差额选举民主.这种看法正

确吗? 为什么?

(３)辩一辩:按照李某说的方式进行村委会主任的选举

合适吗? 为什么?

 
 符号法区分“等额选举”与“差额选举”

等额选举:正式候选人名额＝应选名额　　　　　　
差额选举:正式候选人名额＞应选名额

探究二 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

山东某村村委会任期届满,要进行换届选举.村委会

通知进行了选民登记的村民进行选举,有的村民说:
“我丈夫还在外面打工赚钱呢,反正多一票少一票无所

谓,他的选票我随便填一个就行了.”
(１)议一议:你是否赞同该村民的观点? 为什么?

(２)想一想:假如让你参加这次村委会选举活动,你该

怎样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随堂检测

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

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发展基层民主.据此回答１~
３题.

１．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叫作 (　　)

A．等额选举 B．差额选举

C．直接选举 D．间接选举

２．怎样行使选举权利,如何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这是

(　　)

①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体现　②公民选举方式的选择

③公民政治素养高低的体现　④候选人竞选的具体

方式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④

３．在选举中,候选人按照既定的规则,采用演讲、答辩等

方式向选民介绍自己,开展竞选.这样做 (　　)

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民的自由选择　②有助于选民

了解候选人　③可能会导致虚假宣传　④可以充分考

虑当选者结构的合理性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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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采取什么样的选举方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是不同

的.这是因为 (　　)

A．选举方式的选择受人的心理因素的制约

B．选举方式的选择受地理环境的制约

C．选举方式的选择受人的传统思想的制约

D．选举方式的选择受社会经济制度、物质生活条件、选
民的文化水平等具体条件的制约

５．在公民的政治生活中,衡量公民参与感、责任感的重要

尺度的是 (　　)

A．是否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B．是否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C．是否积极参加选举

D．是否向国家机关提出建议以及建议被采纳的多少

６．材料一　某村在“两委”换届选举过程中,村民热情非常

高,一大早就来到投票站,第一次参加由他们直接选举

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投票.此前,３名候选人已经进行了

１３场演讲和答辩,面对面地回答村民提出的有关问题.

材料二　某镇在正式选举镇长前,以竞选的方式对镇

长候选人进行民意测验.在镇长候选人竞选演说大会

上,５名候选人分别就各自的治镇方案发表演说.演

说结束后,他们回答了选民提出的各种问题.随后,全

镇各户代表对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材料一和材料二的选举方式有哪些异同?

一、比较四种选举方式

角
度

方
式 含义 优点 局限性

从
选
民
角
度
看

直
接
选
举

由 选 民 直

接 投 票 选

举的方式

每个选民都有

机会选择自己

心目中最值得

信赖的当家人

在选民较多、分
布较 广 的 情 况

下不适用

间
接
选
举

先由选民选

出自己的代

表,再 由 他

们代表选民

选举的选举

方式

在选民较多、
分 布 较 广 的

情况下适用

不能 充 分 体 现

每 个 选 民 的

意愿

从
候
选
人
角
度
看

等
额
选
举

正 式 候 选

人 名 额 与

应 选 名 额

相 等 的 选

举方式

可 以 比 较 充

分 地 考 虑 当

选 者 结 构 的

合理性

限制 选 民 的 自

由选择,选民易

受误导,积极性

受影响

差
额
选
举

正 式 候 选

人 名 额 多

于 应 选 名

额 的 选 举

方式

可以在候选人

之间形成相应

的竞争,为选

民行使选举权

提供了选择的

余地

可能 影 响 当 选

者结 构 的 合 理

性;可能会出现

虚假宣传、贿赂

选民等情况

二、全面理解公民要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

１．为什么

(１)选民参加选举的态度和能力,是影响选举效果的

重要因素.公民只有不断提高参与民主选举的素

养,行使好民主选举的权利,才能更好地管理国家事

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２)是否积极参加选举,是衡量公民参与感、责任感

的重要尺度.
(３)怎样行使选举权利,如何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素养高低的体现.

２．怎么办

(１)从 素 养 上,公 民 要 不 断 提 高 参 与 民 主 选 举 的

素养.
(２)从态度上,公民要积极参加选举,不断增强公民

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增强公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３)从能力上,公民要不断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在理

性思考的基础上审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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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框　民主决策: 作出最佳选择

１．识记民主决策的重要性.

２．理解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

３．明确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义.

新知自学
一、参与民主决策的多种方式

１．决策的重要性

政府的重大决策牵涉　　　　的利益,关系千家万户

的生活.因此,决策是否　　　　、合理,至关重要.
２．通过选出代表人民意志的人参与、审议、监督、制定决策

人民
民主

选举
→代表人民意志的人

组成
→决策机关 →参与、审

议、监督、制定决策.
３．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

(１)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①含义:公民向决策机关反映　　　　、提出　　　　,
参与民主决策.
②意义:拓宽　　　　　,是决策机关　　　　　　的

重要前提.
(２)专家咨询制度

①含义:专家学者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相关信息

等,对　　　　、　　　　较强的重大事项进行分析

论证.
②意义:有助于集中学者的智慧,提高决策的 .
(３)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①含义:决策机关将涉及　　　　的重大事项进行

　　　　,公 民 在 了 解 有 关 内 容 后 发 表 意 见,提 出

建议.
②意义:公民享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　　　　,这
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　　　　和　　　　.公示有

利于提高决策　　　　和公民　　　　.
(４)社会听证制度

在　　　　上,公民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以帮

助决策机关发现拟定的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修

正、完善.

点拨: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一般是在决策成文前了解

民意;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一般是颁布一个决策

草案,然后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专家咨询制度征求

的是专家学者的意见;社会听证制度征求的是各方

面代表的意见.

二、同历决策过程　共享决策成果

１．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地位

公民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多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是推

进决策 、 的重要环节.

２．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义

(１)从决策者角度

①有助于决策充分反映　　　　,体现决策的 　.
②有利于决策广泛集中　　　　,增强决策的 　.
(２)从公民角度

①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 ,推动决策的 　
.

②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增强

公民的 .

自主小测

１．判断

(１)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让人民群众成为一切重

大事务的最终决策者. (　　)
(２)公民享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知情权,是决策

机关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 (　　)
２．填空

某市为调整水价,采取多种渠道征求民意,作出了科学

决策.请把政府的下列做法体现的民主决策方式填在

相应的表格中.

政府的做法 民主决策方式

开通网站充分调查了解情况、征求各方

面意见

①

邀请专家学者对方案进行分析论证,听
取专家意见

②

把形成的方案进行公示,集思广益 ③

召开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作出相关决策 ④

３．思考

现在有的领导不问客观情况,“封闭运作”,拍脑袋决

策.想一想,这样决策的直接后果是什么? 这启示我

们该怎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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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学

探究一 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

　为使政府工作更能体现人民群

众的愿望和需求,更加贴近群众

的切身利益,提高政府工作的透

明度和群众的参与度,某市政府

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集民生工程意见和建议,倾听百姓

呼声,让政府决策听“大家”的.此消息一出,大部分市

民表示将积极建言献策,但也有个别市民认为“政府决

策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
(１)议一议:政府决策要听“大家的”的必要性.

(２)辩一辩:你对“政府决策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的
观点有何看法?

(３)想一想:假如你是该市市民,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或

渠道反映你的建议?








 








 关键信息法区分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

方式 关键信息

人大 代 表 直 接 参 与 民

主决策
选举代表进入决策机关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打电话、写信、发电子邮件、新
闻媒体、传真等

专家咨询制度 专家学者、论证会、座谈会等

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先公示,公民再发表意见、提

出建议,最后作出决策

社会听证制度 举办听证会等

探究二 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义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深圳市法制办举行«深圳市校车

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立法听证会.本次听证

会设置陈述人１３名,包括市民代表５名、校车服务提

供者代表５名、市教育局代表１名、市交通运输委代表

１名和市公安交警局代表１名,并设约可容纳２０人的

旁听席.
想一想:你能说说政府这样做的好处吗?

随堂检测

１．某市市民在该市市政府开展的“我为创建和谐城市献

一计”活动中纷纷建言献策.这是公民通过 (　　)
A．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B．专家咨询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C．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D．社会听证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２．公民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多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是推

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公民参与民主决

策的前提和基础是 (　　)
A．公民享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监督权

B．公民享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知情权

C．公民享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决定权

D．公民享有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的建议权

３．决策机关将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公示,公民

在了解有关内容后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是公民通过

(　　)
A．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B．专家咨询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C．社会听证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D．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参与民主选举

４．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重大意义表

现在 (　　)
①有助于决策充分反映民意,体现决策的民主性　
②有利于决策广泛集中民智,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③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理解,推动决策的实施　
④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增强

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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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某位市民每天上班都会碰到堵车,他经过仔细观察道

路交通状况后,写信给市政府,建议政府通过精心设计

公交线路、根据需要设置单行道等措施,缓解道路拥

堵.
(１)材料反映了公民可以通过什么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实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是什么?

(２)请你列举几项公民可以反映意见、提出建议的具体

方式.

一、民主决策的方式

比较 内容 具体形式 依据

社情

民意

反映

制度

公 民 向 决 策 机

关反映意见、提
出建议

电话、信 函、
传 真、电 子

邮 件、新 闻

媒体等

民意是正确决

策的重要信息

资源

专家

咨询

制度

专 家 学 者 利 用

自 己 掌 握 的 专

业知识、相关信

息 等,对 专 业

性、技术性较强

的 重 大 事 项 进

行分析论证

论 证 会、座

谈会等

专家学者掌握

的 专 业 知 识、
相关信息等比

较丰富

重大

事项

社会

公示

制度

决 策 机 关 将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的

重 大 事 项 进 行

公示

公示

公民享有对涉

及公共利益的

决 策 的 知 情

权,这 是 公 民

参与民主决策

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

听证

制度

对 同 公 共 利 益

密 切 相 关 的 重

大事项,公民充

分发表意见、提
出建议

听证会

决策机关拟订

的方案可能存

在问题

二、全面理解决策科学化与决策民主化

１．把握二者的关系

比较 决策科学化 决策民主化

区别

指决策指导思想、决策体

制、决策组织和决策程序

必须科学化

首先,决策的主体是人

民;其次,决策必须代

表和体现人民的意愿

和要求,代表人民的根

本利益

联系

二者是紧密相连、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一方面,
决策民主化是决策科学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
另一方面,决策科学化是决策民主化需要达到的重

要目标

２．推进决策科学化与决策民主化

(１)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划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

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

之上.
(２)建立健全决策公开制度,增强决策的透明度.
(３)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４)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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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框　民主管理:共创幸福生活

１．识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

２．理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管理的内容.

３．理解发展基层民主的意义.

４．正确认识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等政治现象.

新知自学

一、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１．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性

(１)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　　　　,

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２)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以保证人民群众依

法　　　　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是　　　　的有效途径.

２．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和居民委员会.

３．农村村民自治

(１)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村民委员会是村民 、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 .

提醒: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

关,不履行政府职能,村委会主任也不是国家干部.

我国的基层政权机关是乡镇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

乡镇人民政府.

(２)村民自治的内容

４．城市居民自治

(１)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居民委员会是居民 、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 .
(２)居民委员会的作用: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管理居

民的 和 ,调解 ,协助维护社

会治安,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等.
(３)居民自治的内容:居民委员会成员由居民

产生;凡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事务,要提请

讨论决定;居民委员会实行 制度,定期向居民

会议汇报工作,接受居民的 和质询.
(４)居民自治的意义:调动了广大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

积极性,也有效地提高了居民 的能力.
二、共建祥和文明社区

１．实行基层民主自治的意义

实行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扩大 ,是
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践.我国正把它作

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２．青年学生应积极参与民主管理

(１)必要性:青年学生着眼于未来的发展,需要参与

的经历.
(２)意义:可以学习 的知识和技能,体验民主

管理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民主实践中逐步增强和提

高自己政治参与的 和实际本领.

自主小测

１．判断

(１)村委会主任是政府任命的. (　　)
(２)民主评议村干部是村民自治的基础. (　　)
(３)基层民主自治是我国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民主实践.

(　　)

２．思考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身边有大学生在考“村干部”,到农

村任职.有人说“村干部”也是官,是国家机关最基层

的干部.这种观点正确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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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学

探究一 村民自治

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广大

农民在村委会的领导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基层民主在农村呈现勃勃生机.但是有的村民仍

然存在一些误解,如有的村民认为村民自治就是村民

自主管理本村事务不受任何约束,只要对本村有利就

行;村主 任 是“一 村 之 主”,村 里 的 重 大 事 务 都 由 他

做主.
(１)想一想:村委会是不是基层政权机关? 村委会设立

的目的是什么?

(２)辩一辩:你同意“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主管理本村

事务不受任何约束”的观点吗? 为什么?

(３)议一议: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事情是村委会主任做

主吗? 为什么?





 





 图示法理解村民自治　　　　　

探究二 共建祥和文明社区

小伟和小凡都是住在某社区的中学生.看到漫画中的

行为,小伟就来到当地居委会主动提出利用双休日协

助居委会进行“共建祥和文明社区”的宣传活动,同时

还参与了社区卫生和绿化方面的管理工作.小凡则认

为中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没必要参与社区管理.
(１)想一想:小伟的行为告诉我们青年学生在社区管理

中该怎么做?

(２)议一议:小凡的观点正确吗? 为什么?

随堂检测

１．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是 (　　)

A．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B．基层政权组织

C．基层社会团体 D．基层经济组织

２．实行村民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之一.村民自

治的基础是 (　　)

A．村务公开 B．自己选举当家人

C．少数服从多数 D．村规民约

３．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广大村民创造出很多形式来监督

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和村干部的行为.下列能起到这种

作用的有 (　　)

①村务公开　②重大事项社会听证　③村民民主评议

村干部　④村委会定期报告工作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４．在城市,居委会成员居民选,社区大事居民定,日常事

务居民管,各项工作居民监督.这表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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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居委会主要管理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B．居民委员会是我国的基层政权机关

C．居民自治不受任何限制,应充分尊重和保护居民的

自治权

D．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５．中学生小华看到社区的黑板报很久没有更换内容,就
到当地居委会主动申请利用周末为社区出黑板报,并
参与社区卫生和绿化方面的管理工作.这说明 (　　)

A．中学生也可以是居委会成员

B．居委会是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的自治组织

C．中学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尝试参与民主管理

活动

D．居委会在本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６．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

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

度,保障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把城乡社区

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

同体”.

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为什么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保障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一、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的比较

比较 农村村民自治 城市居民自治

不
同
点

区
域 农村 城市

组
织 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

内
容

选举:村民直接投票选举村

委会成员

决策:村民通过村民会议等

形式,发表意见,参与本村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决

策与管理

管理: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或

村规民约等来规范行为

监督: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

议村干部、村委会定期报告

工作等形式来监督村民委员

会的工作和村干部的行为

选举:居委会成员

由居 民 民 主 选 举

产生

决策:凡涉及居民

切身 利 益 的 重 要

事务,要提请居民

会议讨论决定

管理与监督:居民

委员 会 实 行 办 事

公开制度,定期向

居民 会 议 汇 报 工

作,接受居民的监

督和质询

作
用

管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反映村民意见,调整

民事纠纷,促进村民团结、
家庭和睦,维护社会秩序、
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

维护居民的合法权

益,管理居民的公

共 事 务 和 公 益 事

业,调解居民纠纷,
协 助 维 护 社 会 治

安,反映居民的意

见、要求和建议等

续表

比较 农村村民自治 城市居民自治

相
同
点

都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能实现人民群众依

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都有利于

扩大基层民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二、从三个角度正确理解基层民主

１．含义: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

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和自我发展的主要形式.

２．重要形式: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企事业单

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等.

３．意义: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是人民当家

作主的有效途径,是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实践,必须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

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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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框　民主监督:守望公共家园

１．识记公民参与民主监督的合法渠道.

２．理解实行民主监督的意义.

３．掌握公民应如何负责任地进行民主监督.

新知自学

一、选择民主监督的方式

１．民主监督的权利

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

２．民主监督的合法渠道

(１)信访制度

①含义:是通过给 写信、打电话或当面向有关

人员反映自己的意见,提出批评、建议.

②意义:是我们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提出批评、建议、申
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我们在国家生

活和社会生活中实行 的有效方法.
(２)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①含义:是将我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反映给 ,
形成人大代表的议案,上传到国家 .

②意义:能够使公民行使 、参与 得以

真正落实.
(３)舆论监督制度

①含义:是公民依法在 (包括电视、广播、报
纸、网络等)上公开发表意见.

②舆论监督的特点: 、威力大、影响广、时效

快等.
(４)民主监督的新形式、新方法:监督听证会、 、
网上评议政府等.

点拨:公民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突出公民对被监督

者的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监督;公民参与民主决

策的权利,突出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二、负责地行使监督权利

１．实行民主监督的意义

(１)对国家:有利于 改进工作.
(２)对公民:有助于激发公民关心国家大事、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的 精神.

２．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要求

(１)态度:敢于同 进行斗争,勇于使用

规定的监督权.
(２)行为:必须采取 ,坚持 的原则,不
能干扰公务活动.

点拨:负责地进行民主监督,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统一

的原则,这要求公民既要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又要

遵守法律法规,依规则和程序办事.

自主小测

１．判断

(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我们只能提出批评、
建议. (　　)
(２)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是公民直接参与民主决

策的新形式. (　　)
(３)公民要敢于用各种方式行使监督权. (　　)

２．连线

张某通过书信的方

式向检察院反映本

单位领导有贪污受

贿的情况

某同学把学校附近

交通拥堵问题反映

给人大代表

某报 纸 有 一 个 “曝
光角”栏目,专对城

市中的违法乱纪现

象进行曝光

人大代表联

系群众制度

信访制度

舆论监督制度

３．思考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张贴大字

报的方式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为什么?



２１　　　

课堂互学

探究一 选择民主监督的方式

近年来,“微博随手拍”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中国民众的

日常生活.从最初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到对“光

盘行动”的声 援,“随 手 拍 家 乡 污 染”“随 手 拍 交 通 违

法”,再到“随手拍烟(粉)尘污染”等.“随手拍”活动以

微博为阵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成为新闻媒体纷

纷聚焦的社会热点话题,这也再一次证明这是一个全

民皆为记者的时代,“随手拍”的流行唤醒了可贵的公

民监督意识.
(１)议一议:“随手拍”活动以微博为阵地对应了我国为

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提供的哪一项制度? 这种方式有

什么特点?

(２)辩一辩:有人认为,监督听证会与社会听证制度都

“听证”,二者是一样的.这种观点正确吗? 为什么?

(３)想一想:除了材料所反映的监督方式,我国公民实

行民主监督的合法渠道还有哪些?




 



 抓关键信息区分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

区分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的关键是看该行为是一种

“事前”行为还是“事后”行为.“事前”行为属于民主

决策,“事后”行为属于民主监督.例如,向有关部门

提建议,在决策之前,就应该是民主决策的具体途径;
在执行过程中,即决策之后,就应该是民主监督的具

体途径.

探究二 负责地行使监督权利

“网络反腐”具有高效、便捷、易扩散等优点,是老百姓

参与反腐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举报信息有时存在捕

风捉影、侵犯隐私、不辨真假等缺点.
(１)议一议:“网络反腐”体现了公民享有什么政治权

利? 公民为什么会享有这项权利?

(２)想一想:作为网民,在进行“网络反腐”时应注意

什么?


 


 理解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要求

负责任地行使监督权利,一方面,要树立权利意识,敢
于和勇于行使监督权;另一方面,要树立义务意识,实
事求是,不捏造、不歪曲事实.

随堂检测

１．我国公民能够行使民主监督的根本原因是 (　　)

A．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B．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C．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公民

D．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需要公民的监督

２．下列属于公民进行民主监督的合法渠道的有 (　　)

①信访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②舆论监督制

度、监督听证会　③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　
④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３．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监

督的优势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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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透明度高、威力大、影响广、时效快等

B．能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

C．比其他监督方式更有效

D．是民主监督的新形式、新方法

４．作为网络爆料的第一选择,微博正逐渐发展为新的舆

论监督场所.但博友们在发布博文进行舆论监督的同

时,也应当 (　　)

①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③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④为制造新闻焦点,
可适当臆造部分内容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５．网络成为公民表达诉求、民主监督的一条重要渠道.
然而,网络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优势,也有不足.
网络监督存在着滥用网络、侵犯隐私、传播虚假信息、
扭曲夸大事实等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结合材料,请就公民应如何正确利用网络行使监督权

提几点合理化建议.

一、民主监督的合法渠道的比较

比较
信访

制度

人大代表联

系群众制度

舆论监

督制度

其他

方式

不

同

点

方

式

写信、打电话、
当面指出等

通过 人 大

代表 以 议

案的方式

电 视、 广

播、报 纸、
网 络 等 新

闻媒体

特

点

是 我 们 行 使

宪 法 所 规 定

的提出批评、
建 议、申 诉、
控 告 和 检 举

权利的重要途

径之 一,是 我

们在国家生活

和社会生活中

实行民主监督

的有效方法

人 大 代 表

一 头 连 着

国 家 权 力

机关,一头

连 着 广 大

人民群众

透 明 度 高、
威力 大、影

响广、时 效

快等

作

用

为 公 民 行 使

监 督 权 提 供

了有力保障

能够 使 公

民行 使 监

督 权、参

与民 主 监

督得 以 真

正落实

在对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

作人员的监

督中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

监
督
听
证
会
、
民
主
评
议
会
、
网
上
评
议
政
府
等
活
动

相同点

①都是实行民主监督的合法渠道,在民主监督

中发挥 着 重 要 作 用.② 其 意 义 是 相 同 的.

③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遵守法律,依照规

则和程序办事

二、全面理解公民的监督权

１．监督权的内容: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

２．监督渠道:信访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

督制度及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等.

３．为什么能监督? 我国的国家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

公民享有监督权.

４．为什 么 要 监 督? 公 民 负 责 任 地 行 使 监 督 权 有 重 要

意义.

５．如何行使监督权? 一要敢于和勇于行使监督权;二要

采取合法方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民主监督的内容可用如下图示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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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复习课

有序与无序的政治参与

探究归纳
一、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１．重要内容: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　　　　　、
民主管理、　　　　.

２．依法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现　　　　　　　
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二、全面理解有序与无序的政治参与

１．二者的区别
(１)是否遵循　　　、法律、规则和程序参与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２)是否依法行使　　　　,履行　　　　.
(３)是否正确处理　　　　　的关系.

２．确保有序的政治参与
遵循　　　　　　的规定,就能确保有序地参与;否则
就会导致无序甚至混乱的局面.

三、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意义
(１)能否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地

享受民主生活,也是对我们 高低的检验.
(２)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
愿;切实维护自己的 ;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
养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不断改善公共管理,创建文
明祥和的新社区;有力地促进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等.

四、衡量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无序的准绳: .

探究演练
近年来,网络日益成为民众参政议政和政府科学决策

的新平台,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然而,在一

些网络推手的恶意推动下,一些谣言在网络上也得以

快速传播,形成了误导网络舆论的“网络暴力”,危害

社会稳定.为此,政府应加强对网络的管理,引导公民

有序参与网络生活.
结合材料,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谈谈我国公民应如何
有序参与网络生活.

词汇表:A．人民当家作主　B．最真实　C．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D．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E．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的原则　F．差额选举　G．社会听证制度　H．舆论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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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材料一】

齐聚一堂　共商国是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至１７
日在北京召开,参会的２９８７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少数民

族代表４０９名,全国５５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

归侨代表３５名;妇女代表６９９名;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

代表４０１名;专业技术人员代表６１０名;党政领导干部代

表１０４２名.参会代表中,７４名代表为“８０后”,２名代表

为“９０后”,他们代表１３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

利.本次会议选举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

家主席、副主席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开好这次大会,对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

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探究思考】
(１)在我国,人民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

(２)材料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的什么特点?

(３)在我国,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是什么? 享有这种权

利的条件是什么?

(４)从公民的角度看,材料中的选举方式属于哪种选举

方式? 这种选举方式有什么优点?

【探究提示】　(１)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

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人民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２)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材料中参会的代表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体现了人民民主主体的广泛性;人民

通过人大代表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制度的保障,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３)在我国,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

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这种权利的条件主要有: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②年满十八周岁.③没有依法被

剥夺政治权利.(４)材料中的选举方式属于间接选举.间接选举适用于选民较多、分布较广的情况,适合我国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背景材料二】
充分尊重民意就是成功的听证会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上午,广州市天然气价格改革听

证会举行.３个小时的听证会上,没有代表选方案一,有

几名代表明确表示选择方案二,更多代表没有表示选哪

套方案,只是提出了一些意见.广州市发改委表示,会结

合其他城市的经验对方案进行完善.
这样的听证会,按照传统的眼光,应该属于没有“取

得圆满成功”吧.因为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结论:到底在

两套方案中选择哪一套方案.但听证会不一定要立竿

见影地得出结果,只要政府在听证会上充分听取民意,
就是成功的听证会.

【探究思考】
(１)材料中公民是通过什么途径参与民主决策的? 公民

还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参与民主决策?

(２)公民参与该活动有何意义?

(３)运用“公民的政治生活”的有关知识,就如何成为一

个具有参与意愿的公众提出合理化建议.

【探究提示】　(１)材料中公民是通过社会听证制度参与民主决策的.公民还可以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

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参与民主决策.(２)社会听证制度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公民参加听

证会、参与民主决策,有助于决策充分反映民意,体现决策的民主性;有利于决策广泛集中民智,增强决策的科学

性;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理解,推动决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增强公民的社

会责任感.(３)①关心国家和社会事务,增强民主意识,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②积极参与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活动,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③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权利与义

务统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④提高自身政治素养,提升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做到有序政治参

与,真正享受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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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什么 源头在哪里

１．(２０１４课标全国卷)近年来,某地按照“意见收集、
公开听证、民主决策、执行督办、群众评议”的原则

创新社区民主管理办法,让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进

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参与、监督,社区居民提出合理

化建议５２００余条,近千名居民代表直接参与了社

区重大民生事项的决策.该社区民主管理办法

(　　)
①扩大了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决策参与范围　
②创新了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组织体系　③突显

了社区居民在自我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④消除了

社区居民消极参与社区管理的现象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教材探源】教材第２４页正文第一段“实行村民自治和城

市居民自治,以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

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和
教材第２５页正文第二段“社区大事居民定,日常事务居民

管,各项工作居民监督”.
【题目分析】让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

参与、监督,近千名居民代表直接参与了社区重大民生事项

的决策,这既扩大了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决策参与范围,
又突显了社区居民在自我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故①③正确;
题干材料中的措施没有涉及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组织体系

的创新,也不能消除社区居民消极参与社区管理的现象,故

排除②④.
【答案】B

２．(２０１３北京高考)为了保护和节约水资源,某校学

生会正在草拟倡议书,向同学们征集倡议.结合

«政治生活»中关于公民的相关知识,请你提出两条

倡议,要求有不同的理论依据.

倡议书(草稿)
　　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国家发展不

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北京属于重度缺水地区,
但在生产生活中,有些人节水意识匮乏,有的企

业直接排放生产污水,破坏水资源的现象也时有

发生市政府高度重视水资源管理,倡导建设

节水型城市.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向全校

同学倡议:
倡议一: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向所在社区和学校
提出节水建议.
理论依据:公民依法享有民主管理的权利.
倡议二: 　
理论依据: 　
倡议三: 　
理论依据: 　

【教材探源】教材第１０页正文第五段“坚持权利与义务统

一的原则”、教材第１１页正文第一段“根据权利与义务统一

的原则,一方面,要树立权利意识,珍惜公民权利”“另一方

面,要树立义务意识,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教材第８页正文

第二段“我国宪法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作了明确的规

定”、教材第９页正文第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

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
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

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

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的监督权包括批评权、
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等”.
【题目分析】本题属于开放性的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但是

这种题目答案不唯一,只要言之有理即可.要注意审题,不

能偏离理论限制,本题的理论限制是公民,可以从公民的权

利与义务、民主决策等角度组织答案.
【答案】倡议:自觉节约用水,如注意拧紧水龙头等.
理论依据: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倡议:对破坏水资源(或不合理用水)现象进行监督和举报.
理论依据:公民具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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