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道德与法治》 知识梳理（最新） 
1．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 

(1)个人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2)人的身份是在社会关系中确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具有不同的身份。 

2．养成亲社会行为的必要性(了解) 

(1)青少年处于走向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养成亲社会行为。 

(2)亲社会行为有利于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健康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念，获得他人和社会的接纳与认可。 

(3)我们只有主动关心社会、融入社会、奉献社会，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网络的弊端（理解） 

(1)网络也出现了一些虚假的、不良的信息。(2)沉迷于网络，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 

(3)个人隐私容易被侵犯。 

4．合理利用网络（理解） 

(1)理性参与网络生活：①要提高媒介素养。②要学会“信息节食”③要学会辨析网络信

息。④恪守道德、遵守法律是网络生活的基本准则。 

(2)传播网络正能量：①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网络公共空间充满正能量，高扬主旋律。 

5．社会规则与自由的关系（了解） 

(1)社会规则划定了自由的边界。自由受道德、纪律、法律等社会规则的约束。 

(2)社会规则是人们享有自由的保障。  

6．尊重他人的重要意义（理解） 

(1)尊重他人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 

(2)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个体，都希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 

(3)尊重使社会生活和谐融洽。尊重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是文明社会重要特征。 

7．尊重从我做起（应用） 

(1)积极关注、重视他人。(2)平等对待他人。(3)学会换位思考。(4)学会欣赏他人。 

8．诚信的重要性（理解） 

(1)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一个价值准则，是一种道德规范和品

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项民法原则。 

 (2)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3)诚信是企业无形资产(4)诚信促进社会文明、国家兴旺。 

9．做一个诚信的人（应用） 

(1)树立诚信意识。   (2)运用诚信智慧。 (3)珍惜个人的诚信记录。 

10．责任的含义及来源（理解） 

(1)含义：责任是一个人分内应该做的事情。 

(2)来源：责任来自对他人的承诺、职业要求、道德规范、法律规定等。 

11.承担责任的重要意义（理解） 

(1)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能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发挥，才有资格、有能力、

有信心承担起时代和国家所赋予的使命。 

(2)只有人人具有责任心，自觉履行应尽的责任，我们才能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3)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履行社会责任却不计代价回报的人，正因为他们敢于承担责

任、敢于担当，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安全、更加温暖、更加充满阳光和希望。  

12．关爱的重要性（理解） 

(1)关爱传递着美好情感，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是维系友好关系的桥梁。 

(2)关爱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润滑剂和正能量。 



(3)关爱他人，收获幸福。关爱他人的人往往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得到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获

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13.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形式 (理解) 

(1)环境保护、社区服务等都是社会公益活动的具体形式。 

(2)可以在社区、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纠正不文明行为，到科技馆、博物馆做志愿者。 

(3)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职工作，讲求实际效果。 

14.国家利益（了解） 

(1)国家利益的含义：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包括

人口、领土、主权和政权等，它关系民族生存、国家兴亡。 

(2)国家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

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15．为祖国成就感到自豪（理解） 

（1）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感受到国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2）祖国的发展成就表现在：我国经济增长成就显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主法治建

设、文化建设、科技创新、社会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显著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我

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祖国的伟大成就令世界瞩目，让我们倍感自

豪。 

16.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理解)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

则。 

17.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了解） 

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 

18.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内容（了解） 

内容：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和监督权等。 

19.正确维护权利（理解） 

(1)每个公民都应该树立按照法定程序办事的意识，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2)公民权利受到损害，要依照法定程序维护权利。 

(3)维护权利的方式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 

20.公民基本义务（理解） 

（1）遵守宪法法律。（2）维护国家利益。 （3）依法服兵役。 （4）依法纳税。 

（5）其他基本义务：劳动的义务、受教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抚养  

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和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等。 

21.权利义务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理解） 

（1）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2）公民既是合法权利的享有者，又是法定义务的承担者。 （3）公民的某些权利同时也是   

义务。例如劳动和受教育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22.履行法定义务（应用） 

（1）原因：①法定义务是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 

②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2）做法：①法律要求做的必须去做。 ②法律禁止做的坚决不做。 

23.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内容（了解）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等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4.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了解）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2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了解） 

（1）地位：: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2）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26.国家权力机关（理解） 

（1）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

整个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 

（3）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①立法权。②决定权。③任免权。④监督权。 

27.国家监察机关（了解） 

（1）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2）作用：①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②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③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8. 认识公平（理解） 

（1）含义：公平通常指人们基于一定标准或原则，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的态度或行为方

式。 

（2）具体要求：  ①权利公平要求每个人依法平等参与社会活动； 

②规则公平要求每个人受到行为规范的约束； 

③机会公平要求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29.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理解） 

（1）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要看经济发展，而且要看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人民

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切实保障。   （2）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 （4）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增进民生福祉。 

30.创新强国的原因（理解） 

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31.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措施（了解） 

(1)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3)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机制、平台，营造有力的舆论氛围和法治环境。 

32.教育的重要性（理解） 

（1）一个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2）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根本途径。 （3）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33.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的民主 （了解） 

(1)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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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34.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了解） 

(1)民主选举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 

(2)民主决策是保障人民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方式。 

  (3)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35.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理解） 

（1）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36.中华文化的内容、特点（了解） 

（1）内容：①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 ②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③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④异彩纷呈

的文学艺术等。 （2）特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37.中华文化的价值（理解） 

  (1)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2）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3)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4）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

豪。 

3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地位（理解） 

（1）内容：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

会层面的价值取向。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2）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人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39.重视发展中的人口问题（理解） 

(1)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2)人口问题加重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3)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40. 建设生态文明对青少年的要求（应用） 

(1)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2）大力倡导节能、环保、低碳、文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3）让绿色发展理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细节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41.促进民族团结（理解） 

(1)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新型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3)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42.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必要性（理解） 

(1)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尚未完全实现统一。（2）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

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3)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

领土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4)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43.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理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44.“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世纪新时代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理解） 

(1)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 年） 

(2)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50 年） 

45.当今世界的特征（了解） 

（1）开放的世界。国家间相互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开放也在不断

扩展。 

（2）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并蓬勃发展，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  

（3）紧密联系的世界。现代交通、通信、贸易把全球各地的国家、人们联系在一起，彼此影响，

休戚相关。 

 

 



46.经济全球化的表现（理解） 

（1）商品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完成，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2）商品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47.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理解） 

（1）要顺应历史潮流，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主动参与竞争； 

（2）要居安思危，增强风险意识，注重国家经济安全，为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48.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了解） 

（1）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各国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寻求

发展。 

（2）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每个国家都希望通

过自身努力在新一轮国际关系的调整中获得发展机遇。         

49.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理解） 

（1）中国正在以文明古国的智慧和新兴大国的责任，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3）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50.中国担当（理解） 

（1）面对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危机和难题，中国积极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2）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在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个领域，积极采取主动。 

 （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有限的资源，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4）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努力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致力于成为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51.中国积极谋求发展（理解） 

（1）促进发展，要把提升发展质量放在首位。 （2）促进发展，要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3）

促进发展，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 

~~~~~~~~~~~~~~~~~~~~~~~~~~~~~~~~~~~~~~~~~~~~~~~~~~~~~~~~~~~~~~~~~~~~~~~~~~~~~~~~~~~~~~ 

52.违法行为（理解） 

含义：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危害社会的行为。 

53.遇到侵害，依法求助（应用） 

(1)可以通过法律服务机构来维护合法权益(2)受到非法侵害，可以寻求国家的法律救济。

(3)使用诉讼手段，通过打官司讨回公道。 

54.增强宪法意识（应用） 

（1）原因：①加强宪法监督，需要增强宪法意识。  

②宪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宪法的保护。 

（2）要求：①学习宪法，积极参与宪法宣传活动。②认同宪法，增强对宪法的信服和尊崇。 

③践行宪法，落实在实际行动上。 

55.改革开放促进中国腾飞（理解） 

（1）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56.中国自信，民族自信的根本所在（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5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理解） 

（1）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2）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需要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 

（3）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4）采取共同行动，承担共同责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成为各国解决全球性问题必然选择。 

58．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理解） 

(1) 国家安全与我们息息相关。 

(2)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3)国家安全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 

59．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了解） 

（1）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2）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3）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4）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5）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60.人人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角（理解） 

（1）原因：①维护国家安全，人人可为。 

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③维护国家安全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  

（2）做法：①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国家安全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维护国家安全，推动

全  

            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②通过各种方式为维护国家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 

③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定义务。认真学习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防

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61.自由的含义（理解） 

（1）自由主要指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 

（2）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就是我们享有的和正当行使的各项权利。 

62. 法治与自由的关系（理解） 

（1）法治与自由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2）一方面，法治标定了自由的界限，自由的实现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违反法律可能付出失去

自由的代价； 

（3）另一方面，法治是自由的保障，人们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和侵害。 

（4）法治既规范自由又保障自由。社会生活中，有边界才有秩序，守底线才能享自由。 

63.民族精神的内容和重要性（理解） 

（1）民族精神的内容：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2）民族精神的重要性：① 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有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 

②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和理想，就

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4.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应用） 

（1）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 

（2）在他人生命、财产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能够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 

（3）在日常学习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敬业创优。 

（4）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高扬民族精神，放飞梦想，创造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