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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论》是一本系统探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专著。
本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总论，分别探讨了“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性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原则和教学理念；第二部分
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内容的探讨，包括“人生与品德教学研究”、“道德规范教学研
究”、“法治观念教学研究”、“法律制度教学研究”和“教学创新研究”；第三部分是“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法的研究，包括“教学方法研究”、“教学技艺研究”、“教学开拓研究
”和“教学评价研究”。
　　本书在准确把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研究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时
代特点和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破解教学中的理论难点和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的难点，从而丰富了
教学内容，增强解疑释惑的理论说服力。
本书结合教学实践，深入探索新课程的教学规律、教学方法、教学技巧，构建有特色的“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理论。
本书适合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工作的教师和德育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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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总述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定位　   1.1 课程
的性质　   1.2 课程的教学目标　   1.3 课程的教学内容　   1.4 课程的教学方式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程的特点  　 2.1 引导大学生人生发展的课程　   2.2 指导大学生生活实践的课程   3.“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条件  　 3.1 课程教学的外在条件　   3.2 课程教学的主体条件二、 “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原则与理念   1.“学生为本”与“教师主导”相结合  　 1.1 “学生为本
”的理论依据　   1.2 “教师主导”的内涵　   1.3 “学生为本”与“教师主导”的辩证关系　   1.4 “教
师主导”的原则   2.现实性与发展性相结合  　 2.1 现实性的内在逻辑　   2.2 发展性的基本含义　   2.3 现
实性与发展性的关系　   2.4 现实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途径   3.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3.1 主导性提出
的现实背景及意义　   3.2 多样性的合理性及量度分析　   3.3 主导性与多样性之间张力的把握　   3.4 主
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方法   4.学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4.1 学理性的价值意蕴　   4.2 实践性的现实意
义　   4.3 学理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4.4 学理性的加强　   4.5 实践性的提升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程人生与品德教学研究   1.社会主义荣辱观  　 1.1 荣辱观、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及相互关系　   1.2 耻感意识的培育与荣辱观的内化   2.人生规划与创造  　 2.1 人生观、价值观、人生价
值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2.2 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关系　   2.3 在现实环境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3.个人品德与修养  　 3.1 个人发展的道德支撑　   3.2 品德修养的社会因素　   3.3 公民道德能力的提升
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道德规范教学研究   1.公民道德  　 1.1 公民与公民道德　   1.2 
爱国守法是公民道德的核心　   1.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础   2.社会公德　   2.1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　  
2.2 助人为乐与利己　 3.职业道德  　 3.1 职业道德与现代社会　   3.2 职业道德与个人发展　   3.3 职业道
德与个人价值观   4.家庭美德　   4.1 爱情与责任　   4.2 代际关系与行孝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法治观念教学研究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制度教学研究七、“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创新研究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九、“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技艺研究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开拓研究十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评价研究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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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总述　　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方案，即
“05方案”。
新方案设置了高校本科四门必修课，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根据中央的部署，“05方案”的课程建设纳入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材全国一本一纲的要求。
在“05方案”课程改革建设的新思路之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如何组织教学，如何达
到新方案对本课程教学教育的良好效果，这是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师面临的新
任务，也是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加以研究和探索的新问题。
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研究，本书的作者在准确把握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研究
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时代特点和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增强解疑释惑的理论说
服力；结合教学实践，深入探索新课程的教学规律、教学方法、教学技巧，构建有特色的“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推进本课程教学理论的创新。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定位　　课程的教学研究首先在于对课程的教学教育定
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作为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05方案”四门政治理论课
中，其所承担的任务是什么？
如何来理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思想政治性？
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与其他三门课有什么区别？
这些问题都涉及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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