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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编写了这套《微课实录丛书》，请我写几句话，我没有推辞，因为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值得肯定和推广。

传统的教学论以教师、学生、教材这三个教学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

对象，后来的教学设计以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这三个教学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为重要研究对象。因此，长期以来，直接为课堂教学服务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的

研究和开发并没有受到一线教师的足够重视。最近几年，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和学

生自主学习中得到广泛应用、深度融合，不仅深刻影响着教学的发展，影响着教学途径、

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的变化，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

的现代化的认识。

“微课”是运用信息技术呈现片段教学以及相关背景材料的一类教学形态和资源。

由于它具有教学主题突出、问题聚集、时间较短、制作简便的鲜明特点，因而受到越来越

多师生的青睐。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各学科各学段的教研员组织一批优秀教师制作了 1500 余堂微

课，丰富了我市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在此基础上，为了帮助一线教师具体、详细了解“微

课”的种类、特征、内容组成和制作要求，又将视频资源转化为文字资源，编印了本丛书，

包括微课实录、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练习测试与教师点评等内容（各学科有所侧重）。各

位教研员为此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今天终于与大家见 

面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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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套源自一线教师，又服务于一线教师的《微课实录丛书》能为广大教师提供切

实而有效的帮助。

是为序。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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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初中思想品德学科包含了道德、心理、法律与国情四个模块的内容。本次微课选择

法律模块，源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国家倡导依法治国，也倡导公民遵纪守法。学法、知法、懂

法、守法是现代公民必备之素养。法律是公民生活的保障。

二、法律条文严密，我国法律最高解释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最高法院。而初中

思想品德学科教师真正从法学专业毕业的少之又少。因此，微课短小精悍，由法学专业

教师进行拍摄与法律内容解读，严密性比较强，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法律与生活密切相关，有许多鲜活的案例可供选择与剖析。学习者也会比较有

兴趣。法律条文不再以严肃的面目出现，而是渗透在案例的剖析之中。

本书中的微课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下对教学形式的一种新尝试。不当之处，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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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规则的区别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何　锋

一、微课导入

师：同学们，规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包含道德、法律、纪律

等多种形式，其中法律是重要的社会规则，维护着社会的秩序，保障着每个人的生活。在

这个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人是离不开规则的，而且很多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提升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养成遵守规则、遵守法律的良好习

惯是现代公民的必然选择。

二、内容讲解

师：我们先来看一则真实的案例。

【话题聚焦】

新人酒店办婚宴遇丧宴拒付餐费引纠纷

一楼大厅张家在热热闹闹地办婚宴，地下室和二楼却在办丧宴。喜宴与丧宴

放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段举办，张家人找酒店讨说法，要求赔礼道歉，酒店却不以为

然，办喜事的张家人恼了，拒不支付餐费。酒店一纸诉状将新人一家告到法院。

师：上述案例中出现了观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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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议】

（一）酒店认为：

既然在酒店消费了，当然要支付费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还要吃“霸王餐”？而

且酒店本来就是开门做生意的，哪有只做喜事不做丧事的道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既

然张家在我们这里消费了，就得全额支付全部的婚宴餐饮费。

（二）张家认为：

本来是多么喜庆的事情，可却来了两拨参加丧宴的人，带着黑纱、表情凝重，进进出

出的，完全打破了婚宴的喜庆气氛，让我们多尴尬。酒店做得太过分了，应该向我们赔礼

道歉，同一时间段举办婚丧宴，这是酒店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我们支付全额餐

费，不可能。

（三）法院认为：

经调查，双方有餐饮服务合同关系，又属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消费服务合同关系，

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约束。张老先生作为消费者，在接受

酒店提供的餐饮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酒店作为经营

主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当地的公序良俗。

事实上，酒店因违背当地的风俗习惯，违背最起码的公序良俗，确实给新婚夫妇及其

家人造成了精神损害，应适当减少餐费。

经法官协调，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酒店减免部分餐费，并向新婚夫妇全家道歉。双方

最终握手言和。

师：上述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们不妨来看看专家解读。

【专家解读】

在法律层面上，酒店向消费者收取餐费是合法的，其行为符合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同一时段同一酒店举行婚丧宴，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关于公序良俗的相关规定。

所谓的公序，即公共秩序；良俗，即善良风俗。在日常生活中，公序良俗是重要的规

则和标准，可以为维护正当的公民生活服务。一旦某些符合法律的权利行为超出了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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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俗的标准，就属于滥用权利，应当予以纠正。

本案中，经过法官调解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是值得肯定的，本案做到了法理与情理

的统一。

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7 条　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

经济秩序。

第 58 条　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认定为无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14 条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

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师：规则是社会生活中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其内涵丰富，包括法律、道德、

纪律等社会规则，也包括如遵纪守法、优胜劣汰、多劳多得等基础规则。在社会中，人的

行为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许可的行为，也就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才是可行的行为，而

不是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行为，规则的制约性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不可消除的。也正是

因为这些多种多样的规则规范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才更有条理。

师：同学们，此案对我们理解法律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启示。

【启示】

在古代中国，“法”往往与“律”通用，“律”后来引申为规则。在西方语言中，“Law”

含有法、法律的语义，有权利、正义、公平或规律、规则等内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这一类社会规则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国家

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类社会规则。法律区别于其他规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第一，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在我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按照

法定的程序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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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如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维护，很威严。

第三，法律是对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适用的一种社会规范，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

社会中的约定俗成的道德、风俗等规则可以经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

认可的方式写入法律，成为法律条文的重要组成，从而使法律得到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可以说规则就像是人们心里的一杆秤，衡量着社会中人的行为，维护着社会的有序

与安定；法律更像现代社会中有力的保护伞，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懂规则、守规则，是社会人的基本要求；知法律、守法律，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让

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懂规则、守规则，知法律、守法律的合格的现代公民。

课后思考

（1）法律与规则的区别是什么？

（2）你还知道哪些公序良俗的相关规定呢？

三、微课点评

本节微课结合法律案例阐述了法律与规则的区别，是对教材知识难点的补充和拓

展，是学科学习的有效补充。微课的设计融合了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一方面，从教学

内容来看，微课着重讲解了法律与规则的区别与联系，公序良俗这类规则的引入属于学

科知识的补充，呈现学科知识拓展的同时体现了知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从

教学资源来看，微课择取整合了典型的法律案例，这一案例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熟悉

感，拉近了微课内容与学生的距离，抓住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的同时实现了知识建构

的拓展和螺旋上升。

本节微课的制作使用多媒体技术，录制的图像清晰，视频穿插合适，实现了音视频与

多媒体技术使用的准确与规范。同时，授课教师讲解清楚，语言使用规范，教学节奏把握

合理，符合初中学生的观看与学习习惯，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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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何　锋

一、微课导入

师：道德和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类社会规则，两者关系密切。那么法律与道

德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二、内容讲解

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段时政材料。

（视频资料　“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条文是有道德色彩的）

师：将“常回家看看”通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认可的方式给法律增添

了道德色彩，体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

师：然而，比较原则、抽象、模糊的道德与可能滞后的法律之间却时常产生争议，产生

现实生活中如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等社会热议的话题。到底是道德

谴责还是法律责任的承担，引发的是全国各个阶层道德、法律的大讨论。这是一个反思

的过程，审视道德现状的同时，也推动着中国法治的进程。

师：有这样一则案例。

【话题聚焦】

3 岁扫地男童遭男子无端暴打　多位路人漠视再引关注

2015 年 5 月 7 日，优酷视频网流传一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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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三四岁的男童在路边扫地玩耍，一陌生成年男子突然冲上前来，将男童踹

倒在地，不断暴力殴打，后又拿铁簸箕砸向男童的头部和背部，致使男童伤重倒地。

面对惨烈现场，多位路人经过，却无人出手援助。

师：视频上传到新浪微博后被大量转发，引起网友热议的同时也出现了观点争议。

【观点争议】

观点一：

施暴男子固然让人气愤，但路人的冷漠更是让人心寒。施暴男子理应重判，无视的

路人也应该重判。如果路人的漠视行为只受到道德的谴责显然是不够的，有必要把道德

的问题上升到法律责任。

观点二：

法律与道德还是有区别的，法律的层面归法律，道德的层面归道德，二者各有各的界

限，不应混淆。对漠视路人的严惩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师：案件在大家的关注下，持续推进。

据洛川县公安局介绍，公安机关按照刑事案件进行立案处理，施暴者王某某因寻衅

滋事已被刑事拘留，已启动精神司法鉴定程序，确认事发时王某某是否处于发病状态。

被殴打男童经治疗病情较为平稳，孩子精神状态良好，伤口慢慢恢复愈合即可，医生

建议随时观察就诊。

洛川县相关部门已在全县进行排查精神病患者的工作。

师：针对案件，法律专家做了专业解读。针对路人见死不救的行为目前尚无法律规

定要给予惩罚，因此，路人的漠视行为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只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根

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包括医生、警察、公务人员等在内的特定人群，如有见死不救的

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

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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