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qian yan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 2008年 7月 8日至
9日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
课程。 ”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中指出：“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要以教材为教学基本遵循， 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
上下工夫”，“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
践，了解和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探索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大学
生特点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案例式、研究式教
学”。

本书是为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需要， 以提高学生的
参与性、互动性、探究式学习的积极性为目的而编写的。 在长期的教
育教学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如果仅仅通过理论讲授的形式来阐释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思想观点，就有可能流于空洞的道德说教。
要使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就必须通过对具体
案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形式，将学生置身于一个现实的环境中，运用
有关理论观点对实际问题和道德困境进行判别分析。 无论是在理论
教学中，还是在教育实践中，案例分析无疑是最容易让学生接受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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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尤其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来说更是如此。基于
这种考虑，我们编写出版这样一本案例读物，旨在开发提高学生的潜
能并帮助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掌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基
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观察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本书是以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修订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的主要内容和逻
辑结构为蓝本，但又并没有拘泥于原书的章节体系；而是根据高职高
专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作了局部的调整。以章节和专题相结合的形式，
对部分和高职高专大学生结合密切的内容顺序进行了微调。 以便更
能适合高职高专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为高职
高专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而配套的辅助读物。

全书通过“案例介绍”、“案例提示”、“请思考下列问题”、“延伸阅
读”、“附录”等模块设计，旨在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着眼于
帮助高职高专大学生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
念；正确地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
观和法治观方面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 突出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旨和归宿。

本书的特点在于：
内容覆盖面广。 本书所选案例都是本课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

案例，涵盖了课程中的所有重点内容，具有综合性和应用性。 既反映
人性发展规律，又反映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理解、调整、规范和解决
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

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实效性。本书的案例基本是从现实生活中选
出的，尤其是从紧密围绕高职高专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中选
出的，这些案例贴近他们的生活、学习、思想实际和心理需求，受到大
学生的高度关注、热烈讨论和深入思考。

极富可读性强和教育启发意义。 本书在案例提示和给的思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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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教师不做过多的评述，只是给予启发，力求结合我国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的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努力从
多层次、多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每个案例都是围绕教学大纲的
重点、难点、疑点选编的，同时将应掌握的基本理论融合到这些案例
中。

迄今为止，社会上已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案例方面
的学习资料都是针对本科大学生的， 很少有专门针对高职高专大学
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方面的案例学习用书，而高职高专
大学生已经占到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的半壁江山， 而这部分大学生在
许多方面和本科大学生是有差别的。 相信本书的出版可以弥补这方
面的不足。衷心希望本书不仅能满足高职高专大学生的学习所需，同
时对社会各界、普通人群也有相应的警世作用和参考价值。

注： 本书是 2007年山西省教育厅———《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
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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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ying renshengxin jieduan Kai tuo renshengxin jing jie

适应人生新阶段 开拓人生新境界

告别中学时代，迈进大学校门，人生的历程翻开了新的一页，人
生的道路跨入了新的阶段。 时代为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广
阔的舞台，也对当代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
着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能力， 又需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
律素质。 因此，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根本要求。适应人生新阶段，肩负历史新使
命。 那么大学生活有什么新的特点？ 和高中相比，有什么不同？ 这就
要求大学生提高独立生活能力，树立新的学习理念，培养优良学风；
明确成才目标，塑造崭新的形象。 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掌握
学习这门课的意义和方法。思考和解决三个问题：怎样尽快适应大学
生活；明确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和成才目标；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内涵。 大学是人生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面对全新的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活动环境，大学生活将面临什么
样的问题？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困惑？你准备如何适应？你做好心
理准备了吗？ 希望本组案例能给你以启示。

一 适应人生新阶段
开拓人生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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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亲爱的新同学：

你们好！

经过 6月的洗礼，你们成为今年高考中的幸运儿，步入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殿

堂。 当你们沉浸于对大学生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时，也会感觉到大学与中学

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学习方式。 面对遇到的种种难题，如何应对和克服，这就需

要你们尽快转变角色，适应大学生活。 在这里提出如下建议：

1.%社会角色的转变

大学生与中学生担任的校内角色不同,大学生与中学生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也

不同。 中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正在发展中，职业方向和社会角色不够确定；而大学

生的职业方向基本确定，社会地位有了较大提高，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和要求标

准要比中学生高得多。 因此， 我们要实现从中学生到大学生这种社会角色的变

化，处处用大学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既学做人又学做事。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

方面去努力：一要学会正确的自我评价。 要明白大学里评价人的标准并非是单一

的学习成绩，能力、特长也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重要因素并且有越来越重要的倾

向。二要学会自我调节。 相信只有自己才能使一切美好愿望实现。 面对困难和挫

折既要独立思考和解决，也要多与老师、同学交流。

2.%奋斗目标的转变

大学是人生成才、成就事业的一个新起点。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而学必

先立志。 我们需要从高考胜利的满足和陶醉中清醒过来，根据学校教学的客观现

实和自己的实际，制定出自己在学业、思想道德、心理发育等素质培养方面的奋

斗目标和行动方略，以增强进取的内动力，为再创大学阶段的辉煌打下良好的基

础。

3.%思维方式的转变

与中学相比，大学的生活节奏快，活动空间大，结交的人多，面对这些环境条

件的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要做到由“非成人化”向“成人化”的转变。 在思考处理

所遇到的问题时，要力求做到辩证全面而不要唯心片面，要远见务实而不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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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人生新阶段 开拓人生新境界

光短浅。 对人生重大问题的选择要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而不要盲目冲动或感

情用事，要加强道德和法制观念，做事要考虑后果。 由于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不

同，再加上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很强，因此在遇到实际问题时观点常常发生冲突，

行为的倾向性也有不同，争论甚至争吵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此时要学会克制

自己的情绪，不要强求别人，而要多包容他人。

4.%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中学时，有些生活琐事依靠父母亲友的帮助，进入大学后，衣食住行等个

人生活都由自己处理安排。自主、自立、自律是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大学生应适应

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自主而合理地处理好个人的学习和生活问题，注意培养独

立生活的能力。 主要包括：一要学会理财，花钱要有计划性，不要做“月光族”。 二

要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因为生活的高度规律性是身体健

康的保证。 三要坚持锻炼身体并保持乐观而平稳的心境。 四要合理安排业余时

间，学会劳逸结合，不要因贪玩而耽误了学业。

5.%交往方式的转变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来源不同。 中学生大多在家乡附近就读，同学间充满乡音

乡情；而大学生来自各个地方，语言、个性、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 我们的交往方

式也就需要转变。 说起来也简单，相互了解，相互适应，提倡主动交往；相互尊重，

相互关心，为人诚恳热情；待人宽、律己严，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与同学和朋

友交往坚持与人为善，搞“五湖四海”、全方位交往，尽量避免存在同乡观念，搞宗

派、拉帮结伙的世俗作风，尤其是女生，要注意人际关系的和谐性。 这样，你身边

的人永远都会喜欢你，你自然也生活得悠闲自在了！

总之，在新的环境中，在新的挑战下，大学新生只要充分调动起自我的力量

来迎接新的一切，入学适应的阶段就会顺利通过，为今后的大学生活奠定良好的

基础，从而有效而成功地度过大学时代。

案例提示：
大学生活和高中生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一，社会对两者的期

望值是不一样的。大学生更多的意味着责任，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
责，你要有自己的思想。其二，你要学会怎样学习。在高中的时候你需
要解决的是“学会”，大学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会学”，这不是一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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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而是有着质的区别。 其三，对于我们高职大学生来说还需要解决
一个问题，怎样看待自己的学校，要有“既来之，则安之”的良好心态。
由于种种原因大家来到高职院校，心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些
都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办？

请思考下列问题：
1.%你准备怎样度过大学这三年？
2.%你能很快地转变角色，适应大学生活吗？
3.%你了解高职学院吗？ 你知道这类学院的定位吗？
4.%以“告别中学，走向大学”为题，作 3分钟的即席演讲。

案例 2

相信许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会选择另外的方

式度过大学生活”。 的确，大学是一生中知识储备、性格成熟、人生成长关键的时

期。 在那里本该度过的人生中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几年。 可为什么却让许多

人不堪回首？ 透视如今的大学校园，“天之骄子”们往往是在彷徨、呐喊、朝花夕拾

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前辈”们走过的路。 大学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混一张管用的文凭。 只可惜这张文凭如今也不怎么管用了。 于是，许多

年以后他们再发出那样的感慨，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们本可以“活”得更好，收获

更大的成功。 可是为什么没能做到呢？ 回头看一看他们走过的路，不难发现他们

中的许多人，都没有规划或者是没有很好地规划他们的大学生活。 试问：不以规

矩，何以成方圆；没有远大的抱负，何以成就伟业；偏离航向，又怎能抵达成功的

彼岸。

那么，什么是大学生活规划呢？ 一般地讲，大学生活规划是从目前比较流行

的职业生涯规划中演变而来的， 是一种假定在一定程度上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

运，通过对未来大学生活道路的预期设计，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谋求在大学生活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