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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一公交车行驶途中，乘客刘某发现坐过站要求下车

，但该处无公交车站，驾驶员冉某未停车。10时3分32秒，刘某从座位起身走

到正在驾驶的冉某右后侧指责冉某，冉某多次转头与刘某解释、争吵，双方争

执逐步升级，并相互有攻击性语言。10时8分49秒，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

距南桥头348米处时，刘某右手持手机击向冉某头部，冉某右手放开方向盘还

击，侧身挥拳击中刘某颈部。随后，刘某再次击打冉某，冉某用右手格挡并抓

住刘某手臂。10时8分51秒，冉某收回右手并用右手往左侧急打方向，车辆失

控向左偏离越过中心实线，与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相撞后，冲上路沿、

撞断护栏坠入江中。

如何看待重庆公交事件？



一、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什么是道德1

道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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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

起源

历史
发展

作用功能

本质



一、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起源

什么是道德1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关于

道德起源的观点，无法正确

揭示道德的起源。

天意神启论

先天人性论

情感欲望论

上天命令，神的旨意

情感欲望

与生俱来的善性



一、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什么是道德1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人

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是，“物

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

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神生活的过程”。

劳动是道德起源的首要问题

社会关系是道德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

人的自我意识是道德产生的主观条件



一、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什么是道德1

本质

道德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殊意

识形态

道德是社会利益关系的特殊调

节方式

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



一、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道德的功能与作用2

功能

多元多层
次的功能

认识
功能

规范
功能

调节
功能

导向
功能

激励
功能

运用善恶、荣辱、义务、良心等范

畴，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指南。

规范社会成员在各领域的行为；

规范个人品德

与法律和纪律配合，协调社会关

系和人际关系



道德为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服务，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

一、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道德的功能与作用2

作用

道德对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有着重大的影响

道德通过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道德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入的自我完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阶级社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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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德及其变化发展

道德的变化发展3

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

作用越来越突出。

道德调控的范围不断扩大，调控的手段或

方式不断丰富，更加科学合理。

道德的发展和进步也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

度的重要尺度。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

“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

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

——习近平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

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重视整体利益，

强调责任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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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

推崇“仁爱”

原则，注重以

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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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

提倡人伦价值，

重视道德义务

董仲舒

《尚书•舜典》

孟子

董仲舒

宋代

“五教”

五伦

仁、义、
礼、智、

信

忠、孝、
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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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

追求精神境界，

向往理想人格

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

至人无已，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庄子·逍遥游》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

强调道德修养，

注重道德践履

孔子

孟子

墨家

修己
克己
慎独

善养吾浩
然之气

察色修身
以身戴行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加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挖掘和阐发

用中华传统美德滋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郭巨埋儿反对复古论和虚无论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形成的优秀道德。

萌芽

五四运动

发端 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后的工人运动

和农民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

以及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改革……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主要内容

为实现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

理想而奋斗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

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

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夏明翰（1900—1928），湖南

省衡阳县人，1919年在衡阳参

加学生爱国运动。中共八七会

议后，在湖南积极参加组织秋

收起义。1928年2月，在汉口

被敌人逮捕。1928年3月20日，

夏明翰在武汉汉口余记里被杀，

时年28岁。

《就义诗》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

1935年8月6日），江西上饶

市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皖）

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

缔造者。1935年被捕牺牲。

“
敌
人
只
能
砍
下
我
们
的
头
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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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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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信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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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

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

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

看成自己的幸福。

——雷锋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

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

益。

——毛泽东

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

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

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

自己的利益。

——邓小平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始终把革命利

益放在首位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树立社会新风，

建立新型人际

关系

妇
女
能
顶
半
边
天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修身自律，

保持节操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发扬中国革命道德2

 当代价值

有利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理想信念。

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道德文明的积极成果。

必须掌握好鉴别取舍的标准，善于在吸收

中消化，把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变成自

己道德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

借鉴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3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主
义道德

社会公
德

职业道
德

家庭美
德

个人品
德建设

为人民
服务

集体主
义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1

 核心：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和人际关系的客观要求。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

为人民服务是先进性要

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1

 原则：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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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主义强调国家利益、社

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集体主义重视和保障个

人的正当利益。

郭秀明

焦裕禄



社会公德2

 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

范围 社会生活 家庭或个人

性质 开放性、透明性 封闭性、隐秘性

作用 影响到他人和社会 影响到自身与家庭

活动范围
的广泛性

公共生活
的特征

活动内容
的开放性

交往对象
的复杂性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活动范围的广泛性

公共生活的场所和领域不

断扩展、空间不断扩大，特

别是网络使公共生活进一步

扩展到虚拟世界。

公共生活特征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活动内容的开放性

公共生活是由社会成员共同

参与、共同创造的公共空间，

它涉及的活动内容是开放的。

公共生活特征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交往对象的复杂性

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对象

是进入公共场所的任何人，增

加了人际交往信息的不对称性

和行为后果的不可预期性。

公共生活特征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文明礼貌

文明礼貌是调整和规范人际

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与人相

处时的尊重，是沟通感情的

桥梁。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助人为乐

大学生应当尽自己的努力帮助

他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以

力所能及的方式关心和关爱他

人，并在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

中收获实现人生价值的快乐。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爱护公物

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和

爱护，是每个公民应该承担的

社会责任和义务，它既显示出

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也是社

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保护环境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事业。人类发展活动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

的报复。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遵纪守法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社会成员

既要遵守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

法规，也要遵守特定公共场所

和单位的有关纪律规定。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正确使用网络工具

越来越多人依靠网络获取信息。与

此同时，网上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

虚假、低俗甚至反动、淫秽和暴力

等信息内容，特别是一些有组织的

网上恶意攻击和思想渗透行为，更

是严重影响网络生活秩序。

网民厌恶的网络有害信息和侵权行为排行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健康进行网络交往

网络已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和

工具。大学生应通过网络开展健康

有益的人际交往，树立自我保护意

识，避免给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带来危害，也不能以网络交往代替

现实交往。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自觉避免沉迷网络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在网上消耗的时间多，在其他方面

投入的时间就少。从网上得到的信

息也并非越多越好，接受越多的信

息越有可能干扰自己的思维和行动。

“
大
神
”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加强网络道德自律

网络的虚拟性以及行为主体的隐匿

性，使道德规范所具有的外在约束

力明显降低。如果说享受互联网的

自由是网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

加强道德自律就应该成为网民不可

推卸的义务。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公德2

积极引导网络舆论

纷繁复杂的网络言论如果得不到正

确引导，势必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社会需要正能量的舆论来鼓舞温暖

人心，网络舆论的引导更需要激浊

扬清，弘扬正气。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职业生活与劳动观念

职业 人们由于社会分工所从事的具有专门业务和特定

职责，并以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活动。

职业
生活

人们参与社会分工，用专业的技能和知识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

富，获取合理报酬，丰富社会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生活方式。

正确
劳动
观念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习近平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
蓝
领
专
家
”
孔
祥
瑞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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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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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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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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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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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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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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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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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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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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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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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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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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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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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大
观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爱岗敬业

爱岗敬业就是要干一行爱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

益求精，尽职尽责。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诚实守信

诚实就是真实无欺，

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守信就是重诺言，讲

信誉，守信用。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办事公道

从业人员公平、公正，

不损公肥私，不以权

谋私，不假公济私。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服务群众

如果每一个从业人员都能自觉遵循

服务群众的要求，社会就会形成人

人都是服务者、人人又都是服务对

象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状态。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奉献社会

从业人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

业业地为社会和他人作贡献。这是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中最高层次的要

求，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

高目标指向。
抢修工苏华，扎根岗位，18
年如一日尽心送光明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

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

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

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

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服从社会发展需要

大学生应该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面

向基层、面向国家建设第一

线去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

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做好充分的择业准备

素质是立身之基，技能

是立业之本。大学生有

了真才实学，才能在未

来适应多种岗位。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培养创业的勇气和能力

要有积极创业的思想准备，

积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

趋势，了解国家鼓励大学

生自主创业的有关政策，

为今后自主创业打下良好

的基础。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学习职业道德规范

通过学习职业道德规范，

明确职业活动的基本规范

和目的，从而提高自己的

职业认知能力、判断能力

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



2003年，作为中国抗击非

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在

SARS猖獗的非常时期，钟

南山始终在医疗最前线救

死扶伤，倡导与国际卫生

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提高职业道德意识

大学生应当以职业道德模

范为榜样，培养积极进取、

甘于奉献、服务社会的良

好职业道德意识，为未来

的职业生活做准备。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3

提高践行职业道德的能力

在大学学习虽然不是一种

职业，但是也可以通过勤

工助学、兼职、实习等途

径体验职业生活。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注重家庭

注重家庭，家庭和睦则社

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

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

相连。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注重家教

“爱子，教之以义方”，

“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

之也”。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注重家风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

的传统风尚或作风。“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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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

恋爱 男女双方培养爱情的过程或在爱

情基础上进行的相互交往活动。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尊重人格平等

自觉承担责任

文明相亲相爱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婚姻 由法律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

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夫妻

关系。

家庭
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

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

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与婚姻观

不能误把友谊当爱情

不能错置爱情的位置

不能片面或功利化地对待恋爱

不能只重过程不顾后果

不能因失恋而迷失人生方向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家庭美德4

 2016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

在校大学生如果符合我国婚姻

法规定的结婚条件，可以结婚。

但即便具备了我国婚姻法所规

定的结婚条件，并且双方都有

结婚成家的强烈愿望,.也要对结

婚成家持谨慎、理性的态度。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个人品德5

 个人品德及其作用

通过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

个人品德对道德和法律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个人品德是个体人格完善的重要标志。

个人品德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主体精神力量。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个人品德5

 掌握道德修养的正确方法

学思并重

省察克治

慎独自律

知行合一

积善成德



三、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个人品德5

 锤炼高尚道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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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

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

的震撼： 一是我们头上

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

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康德



四、向上向善、知行合一

向道德模范学习1

全国道德模范平均每两年评选一次。由

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共同主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选拔最广的道德模范评选，在9月

20日——“公民道德日”这一天隆重揭晓，

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个类型。

从1987年开始，白

方礼连续十多年靠

自己蹬三轮的收入

帮助贫困的孩子实

现上学的梦想，直

到他将近90岁。



四、向上向善、知行合一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2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帮助弱势群体

做力所能及的事



四、向上向善、知行合一

引领社会风尚3

知荣辱

讲正气

作奉献

促和谐



思考题

1.试述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2.社会主义道德为什么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3.如何积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

4.大学生如何通过参与道德实践引领社会风尚？



推荐书目

1.《忏悔录》 奥古斯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01月

2.《忏悔录》 卢 梭 商务印书馆 2010年12月

3.《尼各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商务印书馆 2017年01月

4.《品格的力量》 斯麦尔斯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年01月

5.《追寻美德》 麦金泰尔 译林出版社 2011年0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