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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让我们修身向上

生本让我们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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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学校，品德为首，礼仪领先，生本为重，一切工

作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出发，实施育人教书的办学策略，这是

当前教育教学工作的宗旨和方向。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依据教育

教学的客观规律，针对性研究育人策略，不断地探索育人方法，创造性开展育人

活动，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当今社会赋予学校的历史使命。

当前，随着我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流，家庭年龄结构的不断变化，社

会教育环境的不断复杂，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独生子女由于长辈的溺

爱袒护和不良成长环境的影响，在品德礼仪方面、在成长成人方面有了一些缺憾，

影响了他们的终身发展。如何在学校的育人教书活动中实现学生讲文明、知礼仪、

增知识、长本领，是当前学校面临的一个紧要课题。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客观现实，

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品德教育、礼仪教育、生存技能、生活品质、生命价值教

育等，以促进其全面健康成长。

丘明中学在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方面，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指导，以特

色办学为切入点，以“品德·礼仪·生本”为主线，以“开放办学、严抓常规、

借助外力、整合内力、狠抓重点、致力创新”为思路，通过构建现代生本课堂，

开设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在育人教书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获得一些有价

值的工作经验，并试图通过本书与大家分享。

丘明中学的“品德·礼仪·生本”教育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丘

明中学全体师生正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在建设“国际化精品特色学校”的道路

上激扬生命，让教育充满“品德·礼仪·生本”的幸福阳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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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塑灵魂

华夏五千年，灿烂历史长。纵观人类文明史，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

这样，五千年来光辉灿烂，生生不息，拥有不朽文明。在中国历史文明中，关于

道德的话题由来已久。德育工作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非常重大。学校德育工作

的基础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怎样成才。

品德，即道德品质，是个人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一贯的

特点和倾向。品德是做人的根本，品德的好坏，影响人一生。一个人思想观念的

形成，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

程。所以，为了学生的发展，我们需要在学校教书育人中注重品德教育。

近几年来，丘明中学坚持德育为首，用品德教育学生，德育工作成效显著，

先后被授予全国师德建设示范基地、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山东省

规范化学校、山东省文明单位等称号 ；“道德讲堂”收获不小，“道德银行”凸显

特色，全体师生用心做事，诚实做人，在建设“国际化精品特色学校”的道路上

奏响了一曲曲奋进之歌。

第一单元　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泱泱大中华，巍巍礼仪邦。传统多美德，文明四海扬。对于道德起源，尤其

是对于道德起源的基础，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纵观历史各种

道德起源学说，它们虽各有其合理性因素，却又有片面性、非历史性等缺陷。要

系统地把握道德起源理论，既要对诸种道德起源学说进行总结性考察，又必须从

哲学的高度辩证地考察道德产生的基础，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再现道德产生的

过程，才能够把握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原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产生了

新的变化。这种冲击与变化也直接影响到青少年一代。上级教育部门一直强调必

须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以适应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所以，学校教育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通过各种措施

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净化学生思想，帮助他们养成讲文明、讲道德、守秩序的

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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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道德的起源与发展

道德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与

政治、法律、艺术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愿景，

“德”指立身的根据和行为准则。我们学习道德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就是需

要根据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规

范相应的语言和行动。

读  导  指  南

识  知  文  库

关于道德这个话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要思考道德的起源，让我们先来了

解道德的含义。

道德的含义

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

为的准则与规范。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

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道德”两个字在我国秦汉以前是很少连起来用的。那时候，道是道，德是德。

那时的“道”与“天”都是最难解说的两个字，意义无穷。比如“道”，有时指

意识上的东西，有时指道路，有时指原则或法则，有时又代表道德。而“德”字

的指向则是明确的，古人解释是“德者，得也”，就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

孔子说的“为政以德”，《左传》讲的“德，国家之基也”都是这个意思。“道德”

二字连用始于荀子的《劝学》篇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品德，也称德性，是道德品质的简称，是个人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

较稳定的、一贯的特点和倾向，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

中的体现。品德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等因素

构成。品德具有的功能包括反映人的社会特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认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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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统一。

公民道德，指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综合。这

个道德规范的总和，包括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基本要求和一系列的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

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

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着力点。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整个工作中，如何把上述内容和要

求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道德的起源

道德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伦理学史上争议颇多的问题。

一般来说，劳动是人类道德起源的第一个历史前提。

中华道德的起源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

德经》一书。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德”指“道”与“德”的内容与关系。关于

道德的来源，一般认为，劳动实践是道德产生的因素之一，经济关系是道德产生

的基础，伦理关系是道德发生的前提，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是道德发生的诱因，

意识水平是道德发生的主观条件。

西方道德的起源 ：在西方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

“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许多学者名人对道德有很多论述。比如柏拉图说：“道

德是整体有效的和谐。”耶稣说 ：“道德是对弱者的仁爱。”尼采说 ：“道德是强者

的英勇代表。”这三种观点构成了欧洲的主要伦理道德。

道德的本质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说，人们在追求

利益的过程中，应该求之有道，这个“道”就是道德。道德便是人们为了维护群

体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意识或行为。

道德是一种规范调节体系。道德调节人与人的交往、协作，完善人的品格。

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人类的道德

观念受到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往往具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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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念。不同文化氛围中，人们重视的道德元素以及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

所差异。

道德是一种社会实践精神。它既是社

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是社会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道德是对自我行为的约束，是自发自

律的行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特

征是人的社会性。人类在实现自身需求的

过程中，不仅受自然规范的约束，而且必

须受一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在这些社会规范中，除了法律规范和礼仪规范以外，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道德规范。

道德的发展

一般来说，道德起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道德的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因素

的制约。道德的发展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相统

一的过程。

总体来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

原始社会的道德

在原始社会，群体主义是氏族社会成员全部道德生活的基础。血缘氏族意识

是当时道德关系的基础。这种道德意识反映在道德关系上，就是氏族全体成员的

共同劳动、互助合作和自由平等。

原始氏族社会道德品质表现为正直、无私、诚实、刚毅、勇敢、顽强等。其

中，勇敢、顽强更为突出。

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有其局限性，表现在直观性、狭隘性、外在性。

奴隶社会的道德

在奴隶社会，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奴隶社会中社会联系的最基本

形式。因此，保障这种人身隶属关系，维护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屈从，就成为奴

隶主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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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体现在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男尊女卑、对奴隶主国家

绝对忠诚等。

奴隶阶级的道德原则就是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暴虐对待和野蛮统治，争取成为

正常人。

封建社会的道德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分五等，衣分五色，自天子至庶人形成

了一个严格的、以宗法等级关系为纽带的“金字塔”。等级特权、等级依附是封建

制度的主要社会关系。忠君、孝亲成为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农民阶级也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农民阶级的道德不仅通过封建社会的道

德规范表现出来，而且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即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资本主义道德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资产阶级道德代替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道

德。资产阶级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观点出发，直接诉诸利己主义的原则。

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表现在道德意识上，就是猎取财富，追求权力。资

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金

钱万能”成为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道德

社会主义道德是在无产阶级自发形成的、朴素的道德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为指导，由无产阶级自觉培养起来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

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

基本要求。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经常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进行

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促进全社会形成互相尊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

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道德发展的过程十分复杂，善与恶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曲折前进。道德

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受到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的影响之外，还

直接受到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其他因素的影响。文化发展越快，人们的文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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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道德观念、道德情操等就越高。

作  合  探  究

人类社会的道德发展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和进步的。社会

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必然影响和制约道德的发展。

试分析五种社会道德特征及其与经济关系的联系。

社会类型 道德特征 与经济关系的联系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展  拓  创  新

中国道德从上古发展而来，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众多道德模范人物，尧、

舜、禹、周公等人就是古代道德言行的楷模。

上网查询，找出各个历史时期的道德模范代表人物，并讲述他们有影响的道

德故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