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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欣赏的三种气质品格

• 最不欣赏的三种气质品格

• 我愿意生活在哪里

• 我不愿意生活在哪里

v课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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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哲学家除草记

•"要想除掉旷野里的杂草，方法只有一种，那

就是在上面种上庄稼。同样，要想让灵魂无纷

扰，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美德占据心灵。"

v寓言:



• 人而无德，行之不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

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

•                   ——引自习近平著作《之江新语》



• 人生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

• 而“如何做人”的关键是做一个具有怎样道德品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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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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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一、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二、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三、道德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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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

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 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

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

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

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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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劳动是人类道德起源的

第一个历史前提。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生产关系，并产生需

要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人们的道德需要，

提供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也形成道德产生所需要的主

客体统一的重要条件。

   人类最初的道德以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



•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
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忘恶其乱也，
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
穷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                                                         《荀子·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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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二）道德的本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996年，瑞士伯尔尼市政府为了
方便市民，在大街上投放了800辆自行
车。这些自行车没有上锁，任何人都
可以骑，骑到目的地就地摆放。一年
以后，市政府重新清点自行车，发现
八百辆自行车一辆不少，有的还被翻
修一新。



• 杭州免费自行车 2008年5月1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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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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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的主要功能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一）道德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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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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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个人——立身之本

• 1，促进人的自我完善

• 2，获得健康长寿

• 3，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 4，获得成功的事业



• 一个具有道德修养的人，任何时候都能心中无愧，相反，一个人做了违

背道德的事情，总是会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

• 当然，只要有良知的人，即使偶尔走了弯路，也会在道德的压力下，主

动改正，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



对社会
——生活和谐、
社会有序的根基

• 1、道德能够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 2、道德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力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3、道德通过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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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道德对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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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一样，道德也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迄今为
止，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
与此相适应，出现了道德发展的五种历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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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冲突体验

• 刻章救妻案

• 妻子病了，做丈夫的不能不管，这是做人最起码的良心，因为要救人的

命，廖某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如果你是廖某，在善与恶、人伦和法律面

前你会如何搁抉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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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

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是对中

华民族道德实践经验的积累。

•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是中华文化

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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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创造了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
积淀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
的精神标志，成为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永固发展的丰厚滋养。
        ——《百年潮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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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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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需要

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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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充分说明， 现代化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都不

能脱离自身的民族性。失去历史的基础，难以更好地推进、激发民族的

潜能，提供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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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道德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又结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

形成。 

•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能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使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创

造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等等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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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环境对人的成长有重要影响，优良传统能够内化为个人价值选择和

价值判断的准则，丰富精神世界，完善人格和道德品质。中华民族优良

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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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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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

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公私之辩——公义胜私欲

    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

    强调先公后私，

    反对假公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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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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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核心思想——“仁”。

• 一是泛指道德和有道德的人。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 二是泛指乐观而高尚的人。

    “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
• 三是指有理或有真理

    “当仁不让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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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

孙悟空

猪悟能

沙悟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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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和谐、和气、和善、和睦、祥和 

  生活的幸福需要——家和万事兴 

•事业的成功依靠——和衷共济 

•国家的繁荣富强必须——政通人和 

•国家间讲——和平共处 

•人与自然关系——天人和谐 

•人与自身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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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英国出了一本书《大不列

颠百科全书》，第一页是老子、第二

页是孔子、第三页是苏格拉底、第四

页是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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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完善就是

    信仰、

    求知、

    仁爱。                                 

                 ——汤恩比

§ 犹太民族——信仰

§ 英语民族——求知

§ 汉语民族——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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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伦：中国是个睡狮，如果让他醒来他将

                                                     震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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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中国的强大不能离开三样东西：

   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求知——科教兴国 。 

   仁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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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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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也是人立于社会的重要

• 礼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 有祭礼、宾礼、军礼、吉礼、诞生礼、成人礼、婚礼 
• 礼作为道德的规则，通过仪式显现出来，就是礼仪，起到实践仁义、教训正俗的作用。

•  外在的礼貌、礼仪，要求人内在有谦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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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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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言为心声    对内诚于己  就是不自欺 

• 信：恪守诺言    对外信于人  就是不欺人 

• 诚信是指一种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品格。 

• 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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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做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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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推崇——君子型人格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六）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完善自身

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



• 实践中扩充自己的善良品质 

•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

• 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最重要的

就是奋发向上、切磋践履、修身养性，重视道德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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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

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     ——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调研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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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挖掘和阐发

用中华传统美德滋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开放的胸怀和视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

有益道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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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你对父母了解多少？

• 你父母最大的心愿？          母亲最常用的化妆品？ 

• 他们目前最想做的事？   父母最不能容忍的事或行为？

• 父母最重视的日子？          你见过的父母最伤心的事？

• 父母最关心的人？              父母最大的伤痛？

• 父母最大的快乐？              父母排解痛苦的方式？

• 父母最喜欢吃的东西？      父母的年收入和月消费？

• 父母最喜爱的娱乐方式？  父母对你最大的希望？





孝敬父母

请思考：在当今社会中，子女如何尽到孝道？



中华民族道德传统
1.是一个矛盾体，具有鲜明的两重性。

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

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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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建设中错误思潮评析

• 在对待传统道德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思潮。

            

            

全盘复古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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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礼仪

• 人道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

• 经济伦理中的合理成分

 吸收人类道德文明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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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传统道德比较

                    中国

• 中国人重整体

• 中国人重义

• 中国人重协调

• 中国人重内省

西方

• 西方人重个体

• 西方人重利

• 西方人重进取

• 西方人重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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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流行的 “五条基本道德原则”

• 生命价值原则

• 善良原则

• 公正原则

• 诚实原则

• 个人自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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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粥：七个人分一锅有限的粥，
         你有什么办法实现最大的公平与和谐?

方法1：拟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

方法2：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

方法3：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

方法4：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    
成监督和制约。

方法5：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
最后一个领粥。



中国传统道德基本概念

•四维：礼、仪、廉、耻

•五常：仁、义、礼、智、信

•四字：忠、孝、节、义

•三达德：智、仁、勇

•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

第三节 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一、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 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

• 树立社会新风，建立新型人际关系

• 修身自律，保持节操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三、发扬光大中国革命道德

• 有利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 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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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一、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道德建设



 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与原则





为人民服务
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先进性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

为人民服务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

发展的要求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

顾全大局、先公后私、爱岗敬业、办事公道

相互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贫济困、帮残助残

遵纪守法、诚实劳动并获取正当的个人利益



杭州7·5公交车纵火事件





集体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群体意识，属于集体主义最早的萌芽。

•  社会化大生产是集体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

• 集体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建国后扩展到全国。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强调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 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

为准则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无私奉献、一心为公

先公后私、先人后已

公私兼顾、不损公肥私

集
体
主
义

道
德
要
求



• 正确理解和贯彻集体主义原则，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 

• ——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片面强调集体利益，

忽视个人利益

•  ——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割裂开来，片面追求个人利益、

小团体利益，二置国家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损害国

家和集体利益 



• 对于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来说，应当自觉践行共
产主义道德；

• 对于一般大学生来说，应当自觉实践社会主义道德。 
• 青春只有在为祖国和人民的真诚奉献中才能更加绚丽多彩，
人生只有在不断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的积极进取中也才会更有
意义和价值。 



     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        

                  —— 邓小平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

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

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

远充满希望。

                  ——习近平



三、积极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参加志愿服务和学雷锋活动

•培养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

•养成节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自觉学习道德模范



项目五：校园不道德行为我来说

• 利用所学的知识，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列举校园的不道德行为八条

• 出谋划策，为治理校园不道德行为出具“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