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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修订版）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介绍

人文
课程

做什么样

的人和如

何做人

政治
课程

国家培养社

会主义人才

的需要

社会主
义人才
素养

政治信念、宪
法意义上的法
治和道德品质

课程性质：人文性质的政治课程

社会主义法治

宪 法
人生理想

个人与国家 基本原则
规范

法律素质修养
人生价值观

社会主义
道德规范
品德修养

课程内容

道德方面

法律方面 4

3

2

1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增强法律意识

提高道德素养

掌握知识理论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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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三章
有理想

第四至五章
有道德

第六至八章
有纪律

绪论 
适应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结束语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课程结构

                     绪  论

       适应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绪论

一、教学目标和内容

1

情感

2

知识

3

能力

总目标：情感上认同大学--心灵的故乡；知识上厘清各种
困惑，明确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能力上知行合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学业之路、人生之路。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问题由来课程学习的背景

价值探讨课程学习的意义

知识介绍基本知识观点

问题分析障碍与困惑

对策方法学习途径

二、教学内容安排及设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017-9-3

3

三、教学思路

要求学习
需要学习

人生规划

生命追寻

价值实现

国家富强

祖国繁荣

民族振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小组讨论

即兴演讲互动游戏

课堂讲解

四、教学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五、学习方法指导

认真
听讲

主动
提问

勤于
思考

勇于
实践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五、教学内容

1

适应人生新阶段

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2

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与法律素质

4

学习本课程的意义
和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017-9-3

4

第一节  适应人生新阶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贵大北校区贵大南校区贵大西校区

一、认识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一）你眼中的大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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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师眼中的“大学”

 柏拉图

竺可桢   蔡元培

梅贻琦

“一曰抱定宗旨。
大学者，研究高
深学问者也。”

“所谓大学者，
系道德高尚，学
问渊深之谓也。”

“所谓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

“大学的根本
任务是培养人，
即以人为本。”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大学”

    大学（University）:通常包括一所文理学院、研究生院

和专业学院并有权授予各个学科领域的学位。

 近代意义大学成立的标志：英国伦敦大学（1638）
                         德国哈雷大学（169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大学为天津西学堂（1895年）

和北京京师大学堂（1898年）。

    

北
京
京
师
大
学
堂

天
津
西
学
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四）“大学”的其他称呼

        1、象牙塔

    与世隔绝的梦

幻境地、逃避现

实生活的世外桃

源、隐居之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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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甸园

    圣经的原文中含有

乐园的意思。现在使

用这一词，多数是指

理想中的美好的生活

环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大学优势

大师1

有孜孜以求、
崇尚科学、造
诣精深、德高
望重的教师

大气3 兼容并包、网
络万象学术自
由的大学涵养

大雅2

有高山仰止、文
明优雅、催人奋
进、浓郁文化的
校园环境

大业4
以天下己任、传
授、创造知识、
推动社会发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五）大学的基本特征
1、大学是知识的海洋

浩瀚的图书资源 先进的仪器设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大学有教书育人的良师

精通专业的基础理论

了解最新的学术成果

具有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

熟悉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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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有浓厚的学习研究和成才氛围                                

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每年发表
的论文比例

以大学为
第一作者
单位
其他

   大环境
SCI收录的论文作者

来源

来自大学
其他

过去100多年诺贝
尔奖获得者来源

世界一流
大学
其他

其中排名前10位的
大学占了获奖总数
的3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广义：自治、学术自由、人

文和批判等精神。

狭义：稳定共有的精神品质、

理想追求、价值取向、行为

理念和文化氛围。

大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哈佛大学：“让真理与你为友”

耶
鲁
大
学
：
“
真
理
和
光
明
”

      剑桥大学：“求知学习的理想之
地”

牛
津
大
学
：
“
上
帝
乃
知
识
之
神
”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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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校训
    明德至善

    博学笃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知识的海洋

心灵的故乡

年轻的天堂

人生的灯塔

成长的沃土

探求的领地

青春的舞台

智慧的象征

精神的家园
1

3

4
5

6

7

8

9

2

大学之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六）与中学相比——大变化

1 学习的变化 2 生活的变化

3 活动的变化 4 心态的变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1、学习要求的变化

（1）学习内容更加广泛

首先要顺利完成
学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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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还需要
学习提升综合
素质的其他内
容

第三是学做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第四是学处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学习途径更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评价标准多元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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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阶段学习的重要特点

探 

索 

性

广 

泛 

性

主 

动 

性

创 

造 

性

专 

业 

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生活环境的变化（独立性）

家庭为依托的生活

独立参与学校集体的生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3、社会活动的变化（社会性）

熟人社会的交往

生人社会的交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二、常见大学生活不适应现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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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对于没有准备的人是痛苦的

失望感

被动感 空虚感

自卑感
孤独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三、积极调整和适应大学

新生“适应期”的发展阶
段

兴奋期

 稳定期

调整期

困惑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1 自立自强自信自

律的意识与习惯

3 虚心求教，细心

观察

2 明辨是非善恶的

能力

4 大胆实践，不断

积累生活经验

  调整和适应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如何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

（1）标准           （2）态度

（3）尺度           （4）方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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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新学习理念

为何学--为培养智

慧精神而学

自主学习的理念1
全面学习的理念2
创新学习的理念3
终身学习的理念4

怎样学--质疑问题

解决问题

如何学--踏实勤奋

艰苦探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1、树立自主学习的理念
                       ——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
身”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树立全面学习的理念
                      ——“多见者博，多闻者智”

知识结构的三种模型：

            宝塔型                 T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3、树立创新学习的理念
                     ——“学者当自树其帜”

    学者如果只是追随别人，

就只能重复前人，不会有自

己的成就。

                ----清．郑板桥

             《与江宾谷江禹九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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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树立合作学习的理念
                    ——“合作促进，互补提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5、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活到老，学到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五、确立成才目标

    1、目标的内容

       德是人才素质的灵魂

      智是人才素质的基础

      体是人才素质的条件

      美是人才素质的重要内容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确立目标的原则及要求

       （1）原则

              目标定位

    

       （2）要求

             目标基本顺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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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请每位学生拿出一张纸写下
              这辈子的目标

              大学的目标

              大一的目标

              这学期的目标

              这星期的目标

              这周的目标

              今天的目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此身、此时、此地”

                                        ——朱光潜《谈立志》

三此主义----制定目标的关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第二节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 
            法律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1）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

健康有序的发展。

（2）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为社会主义法律提供了思想基

础和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

了制度保障。

1、道德与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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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1）法律是权力规范，是应该且必须如何的
行为规范，且是有组织的强制；

（2）道德则是非权力规范，是应该而非必须
如何的行为规范，且是无组织的强制。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3、道德对法律建设的促进作用

（1）立法的基础,法律批判,促进改革的标准。 

（2）支持法律的实施。

（3）促进社会个体自觉自愿遵循法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1）法律具有一种制度性的优势。

 （2）法律具有比道德更为明确具体的表达形式。

 （3）法律拥有道德所缺乏的一种国家强制力。   

 4、法律对道德的支持和保障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1、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
务

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
务和社会主义法律的关系

    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

德建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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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

规范的总和。

2、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含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1）阶级本质相同

（2）指导思想相同

（3）任务和目标相同

 3、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和
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相同点。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4、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和社会
主义法律相辅相成。

（1）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对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

①提供价值标准

②支持、促进法律的贯彻实施

③弥补法律不足，共促社会秩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4、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
和社会主义法律相辅相成。

（2）社会主义法律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作用

①保证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文化基础。

②有力地传播和实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③打击违背道德的现象，确保道德的实现。

④转化道德评价，提供了法律支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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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道德素质的内容——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三、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
重点，全面加强自身的修养 

    思想政治素质是特定品质，在人的各种素质中
是最重要的素质。

    道德素质是人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水平的
综合反映，包含道德修养、道德情操，体现道德
水平和道德风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2、法律素质的内容

    法律素质是指人们知法、守法、用法、护法

的素养和能力。

    基本要素：必备的法律知识，必须的法律观

念，必要的用法、护法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3、加强修养的途径方法

    （1）学习中升华

  （2）内省中完善

  （3）自律中养成

  （4）实践中锤炼。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第三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十八大报告：“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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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  ----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首次提出了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首次提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本质体现

党的十七大

 培育践行

 党的十八大

    民族、国家精神追求，社会评判是非曲直
的价值标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为什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大意义  

1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价值支撑

2

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

布局

精神动力

3

引导大学生进

德修业、成长

成才

根本指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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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化理性认知，准确把握内容、实质、
意义和要求，增强价值判断力|

2 增进情感认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
养心灵，明确责任|

3 注重实践履行，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
径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第四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的学习意义和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一、课程学习的重要意义 

1

认识立志、

树德和做人，

选择成才之

路

2

掌握知识，

提高素质打

下知识基础

3

摆正德与才

的位置，促

进自身全面

发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有一位大学生在网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在校学习知识与学习做人孰重？  
                       

    【讨论】

   这一帖子的启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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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学习的方法 

学好科学理论1

掌握基本知识2

注重联系实际3

坚持学以致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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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小结

    认知大学及其价值，确定目标，转换角色，

提高素质，“知”、“行”合一，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指引大学之路、人生之路。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绪论

思考题：

1、直面困惑，思考我的大学我怎样做主？

2、结合实际谈谈，怎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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