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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年修订版）

第五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本章教学要点：

• 一、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 二、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 三、大学生的恋爱观与婚姻观

• 四、个人道德修养

• Key words:公共生活、道德修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教学目的和要求：

——遵守社会公德，培育高尚的职业精神，树立
新时代的家庭美德，都是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
辱观的重要方面。 

——认真学习职业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和创业观，正确认识和对待爱情，了解、掌握道
德对婚姻家庭的基本要求，为人生重大课题，打
下良好的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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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 1、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

• 2、网络生活的道德要求；

• 3、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 4、恋爱中的道德规范 ；

• 5、大学生的恋爱观与婚姻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教学难点

•  个人道德修养

教学时数

•  4学时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理想信念 “思想教育”

信念 思想 行为 现状

爱国 人生、价值观

道德修养 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道德观教育”

法律意识 法律制度 “法律观教育”

      引入 ——教材逻辑体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第一节     社会公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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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看这幅画：

• 自古以来，人类
维护公共生活秩
序的手段有多种
多样，其中道德
和法律是基本的
手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一）比较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

结论：公共生活超越了私人生活的局限，具有鲜明的开放性

和透明性，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广泛。

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
（1）范围

（2）性质

（3）作用

社会生活

开放性、透明性

影响到他人和社会

家庭或个人

封闭性、隐秘性

影响到自身与家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 （二）公共生活——特点

20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互联
网的迅猛发展正在把地球变成了
一个“村落”，人类公共生活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1、活动范围的广泛性

       传统交往——现代交往

       现实世界——虚拟世界

“你想去桃花岛
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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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现代交往的空间——（广泛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2、活动内容的开放性

• 公共生
活所涉
及内容
更为广
阔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3、交往对象的复杂性 

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感受现代交往的空间——复杂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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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

•     列宁曾经说过，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
里，也存在着“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
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
的公共生活规则。”  公共生活领域越扩大，
对公共生活秩序化的要求就越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随着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个人活动
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想想在独居的农村生活与人群繁多
的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对有何不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有序的公共生活不仅有利于日常生活的和谐，
也会促进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

     社会成员无论职业、
地位、身份如何，只
要进入公共场所，都
应当自觉遵守公共生
活中的规则，这是维
护公共生活秩序以及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必要前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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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延伸阅读 ”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诗·大雅·民劳》
译：老百姓终日劳作不止，最大的

希望就是过上小康的生活。  

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满意感  、快乐感、价值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全体社会成
员的共同要求，迫切需要良好的社会
风气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在我国人们在公共生活
领域的文明程度和秩序意识
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社会
文明发展的重要表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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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2005年，
张家港入选全国首
批文明城市，也是
入选城市(区)中唯
一一个县级城市。
在张家港，道路通
畅，没有占道经营
的摊位、乱停乱放
的自行车和乱七八
糟的广告“牛皮
癣”；公共场所听
不到污言秽语，看
不到打架斗殴；街
道上没有痰迹、烟
头、纸屑、垃圾。

• 有序的公共生活是张
家港成为首批文明城
市的重要原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交流研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一）社会公德的性质及
主要内容

•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德具

有一种场所道德的性质（你
进入这个场所，就要遵守为
了维护这个场所的公共秩序
的道德要求）

     

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
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公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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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的养成，就是在不起眼的一举手一投
足间慢慢升华……
    
  这些就是一个公德的养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1、认真学习社会公德规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2、自觉培养社会公德意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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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努力提高践行社会功德的能力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 见到长辈主动问候；

•  主动为老幼病残孕乘客让座；

•   在公共场所学会排队；

•    离开教室随手关灯；

•     外出旅游时不随意刻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三、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网络的健康发展不仅
需要高科技作为其先
决条件，更离不开伦
理道德作为其发展的
支撑力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大学生应当在网络生
活中加强自身的道德
自律！！

ü正确使用网络工具。    

ü健康进行网络交往。

ü自觉避免沉迷网络。

ü养成网络自律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第二节     职业道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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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名 人 名 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1、　职业道德的含义和原则

　　　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

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服务原则（最高层次，宗旨和核心）

敬业原则：最基本的

协作原则：具体要求

效益原则：具体体现
　　

一、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2、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要求

爱
岗
敬
业—

—

基
础

诚
实
守
信—

—

美
德

办
事
公
道—

—

修
养

服
务
群
众—

—

倡
导

奉
献
社
会—

—

境
界

“治世之道在平、畅、正、节”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曾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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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任务：

•        开展相关职业岗位及职业岗位群规范要求的社会

调查，走访专业人士，进行座谈和职业体验，搜集、

整理、讨论、学习所学专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

和要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思 考：

  听完待就业毕业生就业
形势，你有什么感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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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人生的职业发展阶段

摸索期

积累期 发展期

完成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一）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1）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降低期望值，
合理定位； 

（2）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

（3）做好充分的择业准备。（先就业，后
择业，再创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二）树立正确的创业观

• （1）要有积极创业的思想准备；
• （2）要有敢于创业的勇气；
• （3）要提高创业的能力

• 学会了解：
第一、自主创业 
第二、注册企业流程  
第三、企业的运作和发展  
第四、相关学校和市场手续的办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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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1、学习职业道德规范

职
业
道
德
建
设

灵 魂

为人民服务

外 在 要 求

诚 实 守 信

核 心

爱 岗 敬 业

办 事 公 道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2、提高职业道德意识

• 2003年6月19日，作为中国
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
在非典型肺炎猖獗的非常时
期，钟南山不但始终在医疗
最前线救死扶伤，还积极奔
赴各疫区指导开展医疗工作，
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之间的
密切合作，因功勋卓著，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时被广东省荣记特等功，
被广州市授予“抗非英雄”
称号。2004年4月8日，又被
授予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
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3、提高践行职业道德的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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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家庭美德

• 据报道，对大学生调查了解，当前困扰大学
生的主要问题是：

恋爱
人际
交往

就业

n一、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A、爱情是什么？

    所谓爱情，是指一对男女基于一定

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

内心形成的相互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

自己的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

一的感情。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因论

激情

时 间

程

度

亲密（亲情）

承诺（责任）

看看：爱情的规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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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构成了爱情的有机统一体

性爱 理想

责任

B、爱情三要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一）恋爱中的道德规范

恋爱是爱情的起点，
是男女双方培养爱情
的相互交往过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尊
重
人
格
平
等

自
觉
承
担
责
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文
明
相
亲
相
爱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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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婚姻的意义

生理意义 精神意义 经济意义 社会意义

（1）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法律婚；

（2）婚姻中的自立自主；

（3）婚姻中的平等；

（4）婚姻的目标——幸福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
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
婚姻才合乎道德。 ”

                        ——恩格斯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2、  婚姻的制度与形式

（1）群婚制

（2）对偶婚

（3）一夫一妻制

资料：现代典型婚姻模式

《法制与社会》

      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典型婚姻模式
有：（1）丁克婚姻。此种婚姻是夫妻
在法律上登记结婚，经济上实行AA制，
不要小孩，遇到家庭大事，共同协商解
决；（2）单亲型婚姻。这类人群对婚
姻真实渴望而因种种顾虑不愿组建家庭，
与孩子共同生活。（3）面子婚姻。夫
妻承担各自的责任与义务，但貌合神离，
互不干涉。（4）童话型婚姻——试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3、家庭美德

邻里团结

夫妻和睦

尊老爱幼

勤俭持家

男女平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一）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大学时代是人生的花季，爱情
则是艳丽的花朵，花儿都需要精心
照料才不至于过早凋谢、枯萎，爱
情也需要倍加呵护才不至于中途夭
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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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误把友谊当爱情。 
（1）联系及区别
友谊和爱情都是人们之间的良好感情的凝结。
异性之间的友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爱情的桥梁。

友  情 爱  情

喜欢对方 爱着对方

欢迎第三者介入 不容第三者介入

非唯一性 唯一性

情感稳定，保持一致 常有心动之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2、不能错置爱情的地位。

不把谈恋爱当作大学阶段的必修课 
正确处理“两人世界”与“大世界”的关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大学生应具有的恋爱观

3、不能片面
或功利化地对
待恋爱，改变
对恋爱的不良
认知。

周恩来与邓颖超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大学生应具有的恋爱观

4、不能只重
过程不顾后

果。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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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不失德：不能因爱生恨

失恋不失学：不能耽误

            正常的学习生活

5、不能因失恋而迷
失人生方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对待失恋的正确态度

失恋不失态：

       不能消极颓废

失恋不失命：

 更不能出现意外情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二）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1、谨慎对待结婚成家

2、担当责任和履行义务

3、正确处理家庭关系

（二）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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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弘扬家庭美德

1、认识家庭美德的重要性。

2、营造良好家风。

“家和万事兴，
家齐国安宁”

“正家风、
清家教”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1)婚姻法概念：调整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

3、遵守婚姻家庭法律规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2)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
  男女平等

 保护妇女、儿童和
老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计划生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必备条件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符合一夫一妻制原则

（3）结婚的法定条件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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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条件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

亲，禁止结婚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禁止结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第四节     个人品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美德包括哪些

• 忠诚、无私、仁爱、勤奋

• 勇敢、诚信、知耻、节制

  思考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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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仁爱”原则和人际和谐 

• 孔子： “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 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

•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知识补充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一、个人品德及其作用

• 特点：
    （1）实践性
    （2）综合性
    （3）稳定性
• 作用：
   其一：对道德与法律发挥的推动；
   其二：个人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
   其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精神力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人生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怎样做人的问
题。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
复地思索，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
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
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名人名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 道德修养：个体在道德意识、道德行为方
面，自觉地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要
求，所进行的自我审度、自我教育、自我
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活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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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
妇女抱
着小孩，
年轻人
视而不
见

面对旁人指责，
年轻人振振有辞

年轻人最终没有让座 据说这是年轻人的女友，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北京大街上发生
的真实一幕

网友将穿黑
衣的女青年
称做“最美
丽的女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1、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 应有进行道德修养的强烈动机

• 应积极主动地进行道德修养

• 应学会自知自胜、自我扬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思考2： 

• 面对德福矛盾的情景，我
们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道
德操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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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  

• 其一，学思并重的方法
• 其二，省察克治的方法
• 其三，慎独自律的方法
• 其四，积善成德的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三、追求崇高道德境界

• 孔子推崇的君子型人格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
事而慎于言”

• “内圣外王”的境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论语·学而》

•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课后思考：

• 如何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

• 大学生应怎样树立择业观和创业观？

• 如何认识恋爱与婚姻家庭中的道德和
法律要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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