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课程代码：00GB01

3.课程性质：公共必修课

4.课程学时：48学时

5.课程学分：3学分

6.开课学期：第 1学期

7.先修课程：无

8.后续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9.适用专业：非思政专业本科生

10.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

心课程和必修课程，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

主渠道和主阵地。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为指导，围绕学生成长成才这个主题，从当代大学生面临

和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以培育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标。

11.选用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编写组，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年 4月



12.参考资料：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基本要求》，武东

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8月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生辅导读本》，吴

潜涛，李培超，王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6月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指导书》，孙建英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7月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教学目标 1：了解课程的性质、特点和意义。明确做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

教学目标 2：掌握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理论，掌握马克思

主义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立场、根本观点和思想方法。

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教学目标 3：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掌握社会主义道德的

核心、原则及其规范。

教学目标 4：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掌握全面依

法治国的总目标、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掌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

（二）能力目标

教学目标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不断提高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

命和时代责任，真正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学目标 2：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理论、价值观理论、道

德观理论、法治观理论，处理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解决

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三）素质目标

教学目标 1：通过深入了解和真切感悟我们所处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认清自己肩上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教学目标 2：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培养大学生敬畏法律的良好品质，提升尊法

守法用法的法治素养。

教学目标 3：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人生历程中各种矛盾和自己

在生活、工作、学业、爱情等方面的现实问题。

三、课程学时分配

章 内 容
学 时：48

理论 实践

绪论 2 0

一 人生的青春之问 4 2

二 坚定理想信念 4 2

三 弘扬中国精神 4 4

四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2

五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6 4

六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8 2



合计 32 16

四、课程教学内容、要求、重难点及设计

绪论

【教学内容】

1.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时代新人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

【教学要求】

1.了解中国发展的新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2.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价值和世界意义

【重点难点】

1.重点：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难点：时代新人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

【教学方法】

主要用讲授法，结合讨论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第一章 人生的青春之问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总的看法

1.正确认识人的本质

2.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3.人生观与世界观

第二节 正确的人生观

1.科学高尚的人生追求

2.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3.人生价值的评价与实现



第三节 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1.辩证对待人生矛盾

2.反对错误人生观

3.成就出彩人生

【教学要求】

1.了解人生观基本内涵及对人生重要作用；

2.理解树立为人民服务人生观的重要意义；

3.掌握处理各种关系的方法，立志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重点难点】

1.重点：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2.难点：（1）为什么说人生观的核心是人生目的；

（2）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的关系。

【教学方法】

主要用讲授法，结合讨论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第二章 坚定理想信念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理想信念的内涵及重要性

1.什么是理想信念

2.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第二节 崇高的理想信念

1.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3.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第三节 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1.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2.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3.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能量

【教学要求】

1.了解理想信念、共同理想的含义和特征；

2.理解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才的重要意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3.掌握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把理想转化为现实，努力实现中国梦。

【重点难点】

1.重点：（1）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2）认

清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2.难点：（1）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怎样树立

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

【教学方法】

主要用讲授法，结合讨论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第三章 弘扬中国精神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1.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2.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

3.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第二节 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

1.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2.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3.做忠诚爱国者

第三节 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1.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2.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3.做改革创新生力军

【教学要求】

1.了解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2.理解爱国主义科学内涵和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创新创造是中

华民族的民族禀赋；

3.掌握做忠诚爱国者及改革创新者的途径。

【重点难点】

1.重点：（1）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与时代要求；（2）如何走在

改革创新的时代前列。

2.难点：如何弘扬中国精神。

【教学方法】

主要用讲授法，结合讨论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第四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

第二节 坚定价值观自信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底蕴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第三节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1.扣好人生的扣子

2.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教学要求】

1.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2.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底蕴、现实基础、道义力量；

3.掌握积极努力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的途径渠道，扣

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

【重点难点】

1.重点：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难点：在生活中如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方法】

主要用讲授法，结合讨论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第五章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1.什么是道德

2.道德的作用

3.道德的变化发展

第二节 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1.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2.发扬中国革命道德

3.借鉴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

第三节 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1.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

2.社会公德

3.职业道德

4.家庭美德



5.个人品德

第四节 向上向善、知行合一

1.向道德模范学习

2.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3.引领社会风尚

【教学要求】

1.了解道德的演变、功能、作用和民族优良道德传统、革命道

德；

2.理解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的

内容；正确的择业观、职业观、恋爱观、婚姻观及公德意识养成；

3.掌握学习和掌握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自觉加强

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锤炼高尚品格。

【重点难点】

1.重点：理解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

2.难点：（1）明白社会主义道德为什么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2）如何让学生通过参与道德实践引领社会风尚。

【教学方法】

主要用讲授法，结合讨论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第六章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

1.法律及其历史发展

2.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

3.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第二节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2.我国的实体法律部门

3.我国的程序法律部门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意义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

3.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第四节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3.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5.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第五节 培养法治思维

1.法治思维及其内涵

2.尊重和维护法律权威

3.怎样培养法治思维

第六节 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

1.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

2.依法行使法律权利

3.依法履行法律义务

【教学要求】

1.了解法律概念与历史发展，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实体法律

部门和程序法律部门，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方式与法律至上地位，法



律权利与义务及二者关系；

2.理解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主要内容、社主义法治思维方式基本

含义和特征；

3.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增强维护法律尊严的

自觉性和责任感。

【重点难点】

1.重点：（1）如何理解我国宪法的地位和基本原则；（2）大

学生如何培养法治思维。

2.难点：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

主要用讲授法，结合讨论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



五、课内实践内容及设计

序号 实践名称 实践目的 实践内容 学时 备注

1 故事分享会

通过该活动，使学生懂得珍惜人

生，领悟人生真谛，把握当下，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介绍一位你心目中的楷模人物或先进人

物事迹和品格。
2

2 主题演讲

通过该活动，让学生理解理想信

念对大学生成才的重要意义，自

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组织学生以平凡人物或者名人奋斗故事

为基础进行演讲准备。 2

3 PPT制作

通过翻转课堂，激发学生的自主

能动性，同时认识中国精神的深

刻内涵。

以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大好河山、

美丽景色、建设成就、家乡巨变、重大事

件、英雄人物等为主题，以小组为单位完

成 ppt 制作。

2

4 红色经典影片欣赏

通过观看“红色经典”影片，使

学生了解历史，认识国情；开阔

视野，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

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志向。

挑选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影片，组织学生

对影片观看并开展讨论，学生各自发表自

己对革命年代、革命前辈、革命事迹的理

解和认识。

2



5 手抄报展示

通过该活动，培养学生对形形色

色的价值观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

价值判断能力，并且能够积极努

力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

者。

主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6 情景剧表演

通过表演，使学生能够遵守公民

道德准则，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

实践，弘扬真善美，做社会主义

道德的示范者和引领者。

“校园风云”：认真观察校园中的大学生

行为，重现大学校园中的不文明现象。
2

7 辩论会

通过该活动，使学生明确爱不仅

是得到，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与

奉献，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处理好

恋爱中的各种关系。

主题辩论——爱情是天才地久还是曾经

拥有。
2

8 模拟法庭活动

通过该活动，增进学生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养成良好的

法治思维和行为方式。

任课教师选取相关纠纷案件，组织学生进

行模拟法庭的活动。
2

合计 16



六、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1.考核性质：考试课。

2.考核方式：平时过程考核+期末综合考核（闭卷）

3.总成绩评定：平时过程考核成绩+期末综合成绩

（1）平时过程考核成绩占比 40％，其中出勤情况占 20％、课堂表现占 40％、

作业完成情况占 40％。

（2）期末考试占比 60％。

七、其他说明

1.据此教学大纲，编撰详细的学期授课计划和课程教学讲义等资料。总的指

导思想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学生，增强针对性、实效性、说服力、感染力。贯彻“心灵上有触动、

思想上有感悟、行动中有体现”的教学理念，力争融知识传授、能力培育、素质

提高为一体。

2.本教学大纲是根据教育部规定全国高校统一使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教材，结合我院实际制定的。在具体的教学中要特别注意结合我院学生的

特点及所学专业进行教学设计。

3.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特别注意引导学

生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德性，强调知行统一，提高综合素质。

执 笔 人：罗舒贤

审 核 人：梁宪生

核准时间：202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