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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中小学法治课教师与法治副校长

微课比赛赛制

一、参赛对象与组别

（一）参赛对象。本次活动分为中小学法治课教师和法治副

校长 2 个赛道。中小学法治课教师应为专门从事中小学“道德与

法治”“思想政治”课程或其他法治课教学工作的中小学校教师。

法治副校长应为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

部门推荐或者委派，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的法治副校长。

（二）组别设置。法治课教师赛道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含

中职）3 个组别。法治副校长赛道分为小学和中学（含初中、高

中和中职）2 个组别。

二、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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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治思想，增进青少年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遵循教育

规律，加强正面引导，讲述社会主义法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价

值追求，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述法治故事，让宪法法

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浸润学生心灵。要突出实践教学、案

例教学，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普及青少年在家庭

生活、校园学习、社会活动中所必需的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理念、

培育法治信仰、强化规则意识，让青少年明白权利义务相统一的

道理，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尊重他人合法权益。

（二）形式要求。参赛作品要求为 2025 年本人原创、新录制

的微课视频，小学组时长为 10—15 分钟，中学组时长为 15—20

分钟。视频需高清 1920*1080 横屏拍摄，MP4 格式（大小不超过

2GB），图像、声音清晰，录制仅限一个场地，不得切换多个场地。

法治课教师微课作品须配套课件（无第三方插件，PPT 格式）以

及其它资料（包括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作业练习等，Word 和

pdf 格式），法治副校长微课作品需配套课件（无第三方插件，

PPT 格式）等资料。

（三）其他要求。微课视频及相关资料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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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同意的肖像，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不

得出现与微课内容无关的条幅、标识、商业广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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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大中小学法治情景剧比赛赛制

一、参赛对象与组别

本次法治情景剧比赛面向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以学

校为单位参赛，分为中小学（含中职）、高校（含高职）2 个组别。

中小学（含中职）组参赛选手应为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全日

制在校生，高校（含高职）组参赛选手应为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本

科生、专科生或研究生。

二、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情景剧创作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宪法、民法典为重点，

以正面引导为主，主题鲜明、紧扣法治，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情节连贯、剧情合理，情感真实、有理有法，矛盾冲突设计自然、

避免内容冗余拖沓，通过生动的故事演绎传递法治正能量，展现

法治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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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要求。参赛作品以情景剧的形式展现，要求为 2025

年新创作录制的情景剧视频，中小学组长度为 10-15 分钟，高校

组长度为 15-20 分钟，高清 1920*1080 横屏拍摄，MP4 格式（大

小不超过 2GB），图像、声音清晰。视频作品须视频原声，不得

后期配音。录制仅限一个场地，不得切换多个场地（但可以切换

多个场景）。情景剧作品须配套剧本（word 和 pdf 格式）。

（三）其他要求

1.参赛队伍学生数量控制在 15 人以内，每只参赛队伍可配备

不超过 3 名指导教师。

2.情景剧所用道具简洁，方便携带。作品所需音乐、服装、

布景、化妆等由参赛单位自行准备。

3.各参赛队伍负责各自节目编创等工作，参赛作品的剧本应

是原创作品，须拥有完全知识产权，不得抄袭、模仿。一经发现

并确认参赛选手存在抄袭或者其他违反比赛纪律行为的，组委会

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已经获得奖项的，撤销其奖项，并通报其

所在单位。

4.视频中不得使用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肖像，不得使用未经

授权的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不得出现与情景剧比赛无关的条幅、



— 14 —

标识、商业广告等。

5.一经参赛，即默认主办方拥有本次活动形成的文字、图片、

音像等作品的纸媒宣传、广播电视、云平台等全媒体播放权及展

示、出版或发行权。拥有在相关非营利性公益活动中无偿使用参

演作品各种资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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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法治素养竞赛赛制

一、参赛对象

法治素养竞赛由 4 名不同学段选手组成团队参赛，包括小学

生 1 人、初中生 1 人、高中生（含中职）1 人、高校生（含高职，

本科或专科）1 人。参赛学生应为全日制在校生，所在学段以 2025

年 9 月以后为准。参加过往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并

获得全国总决赛团队赛冠亚季军的学生，不得再参加曾获奖学段

的比赛。参加法治素养竞赛的选手可以同时参加演讲比赛。

二、比赛环节设计

1.法治素养竞赛分为小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全部参赛代表

队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各组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

2.每个阶段均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主观题 3 个环节。必答

题题目形式为判断题、单选题、逻辑题、多选题。答题形式为各

团队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依次上台答题。抢答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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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形式为多段式抢答，由各团队所有选手以抢答方式作答。主观

题由团队代表 1 人进行陈述回答（2-3 分钟），陈述完成后由团队

其他队员回答评审委员会针对陈述内容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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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演讲比赛赛制

一、参赛对象

演讲比赛面向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参赛选手应为全

日制在校生，所在学段以 2025 年 9 月以后为准。参加过往届全国

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并获得全国总决赛冠亚季军的学生，

不得再参加曾获奖学段的比赛。参加法治素养竞赛的选手可以同

时参加演讲比赛。

二、比赛环节设计

演讲比赛包括主题演讲和即兴演讲两个环节，均以个人为单

位，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职）和高校组（本科生或

专科生）4 个组别进行，演讲体裁不限。主题演讲时间为 4 至 6

分钟，该轮比赛结束后，晋级的选手方可参加即兴演讲比赛。即

兴演讲时间为 3 至 5 分钟。

三、参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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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要求

1.主题演讲参赛选手应当从社会热点、案例故事、自身体会

等方面切入，抒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讲述深

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法治知识、树立法治意识的心得体

会，讲述对公平、正义、平等、诚信等原则的理解感悟，讲述参

与法治实践、维护合法权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真实故事。

应结合自身学习生活实践创作演讲稿，确保言之有物、内容准确，

避免脱离实际、泛泛而谈。鼓励选手将宪法与部门法相结合，从

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出发，延伸到部门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自身经

历深入讲述对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理解、认识。

2.即兴演讲由组委会根据当年宪法与法治热点事件，围绕青

少年在家庭生活、校园学习、社会活动中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统一

命题，题目形式为短文或插图。即兴演讲内容应紧密围绕抽取的

题目展开，谈真情实感，避免空话套话。

（二）形式要求

参赛选手需独立完成演讲，不可使用 PPT、音乐、虚拟背景

或视频等多媒体素材，不可使用辅助道具或器材；需使用普通话，

站立式脱稿演讲，避免模式化与形式化表达，并严格遵守时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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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要求

一经发现并确认参赛选手存在抄袭或者其他违反比赛纪律行

为的，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已经获得奖项的，撤销其奖

项，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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