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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课：德润人心 文明铸魂

授课内容 道德极其变化发展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单元名称 崇德向善

授课对象 2021 级现代物流管理 E班 授课学时 2学时

授课地点 智慧课室 授课形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内容分析

本次课内容旨在了解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作用及历史发展，明确马

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基本观点，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是

道德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类型的道德。

本次课内容从正确认识和实践的角度来阐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而全面地论述了道德的起源和本质等问题 ，既是

“崇德向善”教学专题的开篇，也是本专题教学内容的落脚点和依托。为下一

专题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充分吸收借鉴各种优秀道德成果做好铺垫。

学情分析

1.知识基础

对道德的基本理论有一定了解，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

2.认知能力

关注社会热点，但不能很好认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

3.学习特点

学生大多数是“00 后”，思维活跃，网络信息捕捉能力强，对纯理论知

识讲授比较抗拒。知识碎片化，追求自我认同和价值实现，对道德基本理论缺

乏系统认识。

4.预判教学难点

学生对纯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一定困难；

学生难以理解道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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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1. 了解道德的起源和本

质。

2. 了解道德的功能和作

用。

3. 了解社会主义道德是

崭新类型的道德

1.能够运用道德的功能

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

2. 具备一定的道德认知

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

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道德

和共产主义道德是道德

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类型

的道德。

教学重点 理解道德的功能及作用 解决措施 案例分析，理论讲解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解决措施 教师讲解，自我澄清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法

通过观看视频和。引用马列经典原著和名人名言讲透道德的起源、本质、

功能、作用及历史发展

2.案例分析法

通过分析“猴子的故事”经典实验、《鲁冰逊漂流记》等经典故事分析道

德的起源和本质，通过“六尺巷”的故事讲解道德的功能和作用，引导学生对

案例进行思考分析，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3.分组讨论法

教师通过“案例分析：高铁霸座事件”启发学生思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

范的异同”、“道德是调节利益关系的特殊调节方式”等问题，让学生更多参

与到课堂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信息化

资源
问卷星，超星学习通在线平台，微信视频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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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流程

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导学——设疑激探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 在学习通平台上发

布有关问卷调查。

2.发布学习分组想要

要求及通知

1.完成任务登陆学习通

APP，填写教师发布的问

卷调查。

2.根据老师的通知要求

分好学习小组，并提前确

定队名、口号等。

1.开展学情分析

2.为课堂分组讨论做好准备。

（二）课中实施

环节一：（28 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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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的起源的本质

1．关于道德起源的几

种理论及共同理论误

区：天意神启论、先天

人性论、情感欲望论、

动物本能论；

2．马克思关于道德起

源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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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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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特殊调节方式；

（3）道德是一种实践

教学重点
导入：

播放视频《道德的力量》

引入主题

1．理论讲授

关于道德起源几种基

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

共同的理论误区。

2．引出案例

通过“猴子的故事”经

典实验分析道德的起源。

3．引出案例

通过案例“高铁霸座

男”中男子行为的分析，

引发学生思考道德的本

质。

4.教师总结：

马克思道德关于道德

起源和本质基本观点的

科学性。

观看视频

1.听讲记录

认真听讲，并做

好相关笔记。

2.分组讨论

根据经典实验

“猴子的故事”思

考道德起源问题。

3.分析案例

分析男子行为

的不妥之处及对

其处罚反映的道

德的特殊性。

4.听讲记录

认真听讲，并做

好相关笔记。

1.“小心思”

通过观看视

频，导出本次教学

内容。

2.学思并用

通过经典实

验，学生自己概况

总结得出结论。

3. 理论联系实际

针对“高铁霸

座男”事件，引起

学生的反思。

4.学生主体

开展讨论，发

挥学生主体地位，

提高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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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环节二：（26 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二．道德的功能和作用

1．道德的功能

认识功能

规范功能 基本功能

调节功能

导向功能

激励功能等

2. 道德作用的表现

（1）道德为经济基础

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服

务；

（2）对其他社会意识

形态的存在有着重大

的影响；

（3）通过调整人们之

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

序和稳定

（4）是提高人的精神

境界、促进人的自我完

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的内在动力。

（5）在阶级社会中，

教学难点

1.组织课堂讨论

对社会上出现的“良心

能值几个钱”的现象展开

讨论，分小组发言；

2．分享故事

通过分享“六尺巷”的

故事揭示道德的调节功

能；

3．引经据典

引用但丁，陶行知，习

近平金句总结道德的功

能和作用；

4．组织讨论

两种错误的观点：道德

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的

危害

1．开展分组讨论

以小组为单位

对老师提出的社

会现象展开讨论，

选派代表发言；

2．听讲记录

认真听讲，并

做好相关笔记。

3．听课记录

认真听讲，并

做好相关笔记。

4．头脑风暴

结合现实生活思

考两种错误观点的

1.理论联系实际

针对“良心能

值几个钱”的社会

不良现象，引起学

生的反思。

2.学思并用

通过经典实

验，学生自己概况

总结得出结论。

3.掌握学情

通过信息化

手段，实现课堂实

时线上互动，调动

全部学生参与课

堂。根据问卷调查

结果，有针对性地

分析问题。

4.学生主体

开展讨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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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调节阶级矛盾

和对立阶级之间开展

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

5．情景假设

在生活中，车祸时有发

生的，如果你在路上遇到

了车祸，是热心的出手相

救还是怕热麻烦不看一

眼就离开呢?

6．教师总结

遇到车祸应当及时施

救但同时要做好自我保

护。

危害性。

5．情景模拟

假设自己遇到一

起交通事故，该如

何去做？

7．听课记录

认真听讲，并

做好相关笔记。

挥学生主体地位，

提高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

环节三：（26 分钟）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三、社会主义道德是

崭新类型的道德

1. 道德发展的基本形

态

（1）原始社会的道德

（2）奴隶社会的道德

（3）封建社会的道德

（4）资本主义社会的

道德

（5）社会主义社会的

道德

2.道德发展的基本规

律

（1）人类道德发展的

历史过程与人类生产

方式的发展进程大体

1．理论讲授

介绍五种基本道德

形态及其基本道德现象；

2．发起讨论

纵观道德发展的历

史，有没有规律可循呢？

3．案例分析、提问

既然经济决定道德，

为什么延安时期经济落

后，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

高；今天经济发展了，人

1．分析归纳

认真听讲，通

过分析归纳五种基

本道德形态的基本

特征；

2．分组讨论

以小组为单位，互

相讨论教师提出

的问题，分享观

点。

3．分组讨论

以小组为单位，

思考教师提出的

问题，分享观点。

1. 学生主体

开展讨论，发挥

学生主体地位，提

高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

2.学思并用

通过小组，

学生自己概况总

结得出结论。

3．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案例分

析，引起学生的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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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2）道德发展的总趋

势是向上的、前进的，

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

发展

（3）道德进步的主要

表现

3.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道德是一种崭新类

型的道德。

们的道德水平反而下降

了？

4．分析总结

道德发展的总趋势

是向上的、前进的，沿着

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

5.理论讲授

（1）社会主义道德是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

（2）社会主义道德是对

人类优秀道德资源的批

判继承和创新发展。

（3）社会主义道德克服

了以往阶级社会道德的

片面性和局限性。

4．听课记录

认真听讲，并做好

相关笔记。

5．听课记录

认真听讲，并做好

相关笔记。

4.掌握学情

通过信息化

手段，实现课堂实

时线上互动，调动

全部学生参与课

堂。根据问卷调查

结果，有针对性地

分析问题。

课堂小结（3分钟）

在学思践悟中了解

道德的变化发展及其

基本规律。

经典展示

观看《2020 年感动中国

颁奖典礼》经典片段。

发朋友圈

写观后看发朋

友圈，传递正能

量。

总结升华

总结本次课程

知识，升华情感。

（三）课后拓展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发布作业

在学习通平台上

发布课后作业：

2.批改作业

在学习通平台上

1.完成课后作业

按要求完成学习通

平台教师发布的作业

2.课后讨论

根据课堂所学，结合

1. 加强稳固

通过课后习题，加深对课题知识的

理解，通过批改作业，教师掌握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程度，以便开展后续教学与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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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学生作用。（系统

自动计分）

3．发布课后讨论（学

生自愿作答）

学生根据自身实

际选择性作答。

自身实际，简要作答并提

交到平台。 2.知识拓展

方便有兴趣有余力的同学开展知识

拓展，为课后师生交流提供平台。

（四）板书设计

教学评价

根据学生学习特点，综合考量学生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情况，采用过程性考核和结

果性考核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线上平台数据和线下课堂记录相结合的多元化考评

机制，进行全过程平台和人工数据采集，检测学生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对比课前和课后在学习通发布的的问卷数据来看显示，学生基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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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的功能和作用、道德的历史发展和规律知识点。

2.能力目标：学生在课堂辩论赛中小组活动完成较好，课堂互动活跃，根据课堂表现

赋分标准，结合本节课学生实际参与课堂活动情况，得出本节课学生的课堂活动分数。学

生发朋友圈完成率 100%，学习的同时传递正能量。

3.素质目标：通过学习通发布的课后问卷调查，对学生进行课后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测

评。综合学生发布朋友圈的结果显示，学生基本认清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是道德

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类型的道德。

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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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1.特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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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使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学习通平台发布课前任务、开展课后问卷调查等活动，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通过思政课实践教学平台跟进课后实践任务，及时追踪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

态。

（2）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采用讨论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

教学设计通过“高铁霸座男”、“猴子的故事”、“六尺巷”的故事等课堂活动，充

分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之中，以理论为基础，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的统一，以彻底的思想

理论说服学生；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直面各种社会思潮；以学生

为主体，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在不断提问中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2.反思

（1）本单元教学内容理论性强，实践性弱，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很少会思考道德的理论

问题，如何引导学生主动思考需要精心设计。

（2）根据课后问卷调查，基本实现本节课的知识目标和素质目标，但在能力目标上，

对如何运用道德的功能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存在不足。

3.改进

（1）教学育人效果的评价

本节知识点的学习让学生对道理相关理论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针对“00”后学生

的特点，对知识的运用和扩展方面还需要有后续的跟进，如何联系学生进行后续的鼓励和

跟进，让育人工作更有温度和效度还需要思考。

（2）专业教学的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章节内容理论性较强，但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挖掘现实生活中与本专业（物流管理）

相关人和事，能够增强学生对专业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我们发现在学生的专业领域中的小

人物案例非常能感染学生，因此，教学中有针对性的开展分众教学、链接学生专业，发挥

朋辈引领作用，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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