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    题 第五章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1.准确把握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

与原则

2.如何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3.了解本课程的性质内容，明确

学习本课程的重要意义。

1.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了解道德的基

本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2.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自觉传承中华传

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积极吸收借鉴

人类优秀道德成果。

教学重点

1.大学生如何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2.大学生如何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做社

会主义道德的践行者、示范者和引领者。

教学难点
1.准确把握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与原则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视频教学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新课内容、知识拓展、作业布置

教学过程

案例：信用记录

《信用记录》这个故事是发人深省的。我国的现实生活有时可能会告诉你“老实人吃亏”，

道德并不重要。这和我国目前信用制度不健全有关，“好的制度可以不让好人变坏”，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我国的全面开放，潜规则会渐渐丧失它的生存市场，而我们也需时时拂拭自己道德上

的尘垢。

讲授新课

第一节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与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式。它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主要依靠社

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一）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1.道德的起源：

（1）劳动是道德起源的首要前提；

（2）社会关系是道德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

（3）人的自我意识是道德产生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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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2.道德的本质

（1）道德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殊意识形态；

（2）道德是社会利益关系的特殊调节形式；

（3）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 

（二）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功能与作用很容易混淆。功能是指潜在的作用，作用是指功能的现实发挥。 

1.道德的功能

（1）道德功能含义；

（2）道德具有认识、规范、调节、导向、激励等功能；

2.道德的作用

（1）道德作用含义；

（2）反对“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

3.道德的变化发展 

(1)人类社会先后有五种道德；

(2)人类道德发展是一个曲折上升的历史过程；

(3)道德进步的表现；

（三）道德是崭新类型的道德

知识点讲解

（1）奴隶社会的道德

（2）封建社会的道德

（3）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

（4）社会会主义社会的道德

【明确】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集体主义。

思考：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从吸引借鉴优秀道德来

理解，十九大报告讲“不记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具体指的是什么？ 

二、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一）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要求

1.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的客观要求。

2.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

（二）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



课    题 第五章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格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1.为人民服务是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

案例：黄文秀

 2.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

的显著标志。

三、坚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

1.集体主义强调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2.集体主义强调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3.集体主义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第二节 吸引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一、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1.重视整体利益，强调责任奉献；

2.推崇“仁爱”原则，注重以和为贵；

3.提供人伦价值，重视道德义务；

4.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

5.强调道德修养，注重道德践履。

案例：志愿军小战士高在朝鲜战场上高呼：向我开炮

思考：1、志愿小战士喊“向我开炮”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什么内容。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加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挖掘和阐发

2.用中华传统美德滋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3.在对待传统道德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思潮。

二、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一）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1、中国革命道德的含义；

2.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继承和发扬革命道德传统；

3.弘扬中国革命道德，要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相结合；

（二）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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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1.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

4.树立社会新风，建立新型人际关系；

5.修身自律，保持节操。

（三）中国革命道德的当代价值

1.有利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2.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4.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案例：决别

                  ——给母亲的信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这是1931年邓恩铭烈士被执行枪决前写给母亲的诀别书。

思考：

1.作者说“壮志未酬”是不是表示参加革命后悔？

2.这首诗反遇邓恩铭烈士什么样革命道德？传承革命道德，在当代有何重要意义或价值？

三、借鉴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

1.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优良的道德传统，都对促进道德的发展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

献；

2.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必须秉承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第三节 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

一、遵守社会公德

1.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公共生活是相对于私人生活而言，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讨论：请比较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不同？

2.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1）文明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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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2）助人为乐

（3）爱护公物

（4）保护环境

（5）遵纪守法

3.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1）正确使用网络工具

（2）健康进行网络交往

（3）自觉避免沉迷网络

（4）加强网络道德自律

（5）积极引导网络舆论

案例：“一米线”内有公德

视频：钟扬：大爱情怀 播种未来

●课堂活动：组织学生做自我测评

    满分为10分，每题1分，只要有1次便不得分：

问题：校园里，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

    ①饭堂买餐加塞儿、不排队    

    ②自习室占了座位人不去    

    ③在图书馆的书上涂写、撕页    

    ④上课衣冠不整（或赤膀） 

    ⑤自习室里看书出声、小声嘀咕   

    ⑥图书馆、教室、会场手机频响   

    ⑦电脑、宿舍里的灯不用时也不关掉  

    ⑧校园里乱丢口香糖 

    ⑨上课迟到、早退、甚至随意逃课           

    ⑩不节约用水

结论：6分及格，才能算是一个普通的合格大学生。可见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恪守职业道德

1．职业生活与劳动观念

2.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1）爱岗敬业 

案例：罗阳——航空报国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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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2） 诚实守信 

案例：邹碧华——公正为民的好法官

讨论：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

讨论：大学生应如何做？

诚实、  正直、  守信、  履约

（3）办事公道

（4）服务群众

（5）奉献社会

3．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

（1）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

（2）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

（3）做好充分的择业准备

（4）培养创业的勇气和能力

视频：郑林林——返乡创业的骆驼女孩

弘扬家庭美德

1.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案例】谢觉哉写给子女的信

2. 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1）尊重人格平等

 案例：大学生恋爱尊重彼此人格

 诗朗诵：致橡树

（2）自觉承担责任    

 案例：花海

（3）文明相亲相爱

展示图片:大学校园的恋爱现状

3. 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与婚姻观

讨论:失恋，就失去一切了吗？如果失恋了，该怎么办？

  四、锤炼个人品德

1.涵养高尚道德品格

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

激发正向的道德认同和道德情感

强化坚定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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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案例:习近平论道德的重要性

道德修养重在践行

（1）学思并重

（2）省察克治

（3）慎独自律

（4）知行合一

（5）积善成德

向道德模范学习

道德模范含义

大学生如何向道德模范学习？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服务及其精神

大学生要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

3.积极引领社会风尚

(1)知荣辱

(2)讲正气

(3)作奉献

(4)促和谐

小结：

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与核心，重在引导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践行道德原则，

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提高自觉性。分析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中的道德与

法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道德观，注重在实际生活中自觉加强道德自我修养，锤炼高尚品格。 

课后作业
1.社会主义道德为什么要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

2.大学生如何参与道德实践引领社会风尚？

教学反思

通过引用精选案例、精美图片、名人名言，又通过课堂提问、讨论、测试等方

式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的情感目标和价值

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