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0 页 共 16 页

职业道德与法治
教学大纲



第 0 页 共 16 页

目 录

一、课程地位和教学目标 .................................3

二、参考学时与学分 .....................................3

三、课程结构 ...........................................3

四、教材推荐 ..........................................14

五、授课方式 ..........................................14

六、课堂特色 ..........................................15

七、教堂要求 ..........................................15

八、考核方式 ..........................................15

（一）考核方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考核分值比例 ................................. 15

（三）平时行为表现评分标准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期末考核及评价标准 ........................... 16



第 3 页 共 16 页

职业道德与法治教学大纲

一、课程地位和教学目标

思想政治课程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本课程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育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帮

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提高职业道德素质、法治素养和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进而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其中二

年级第二学期的思想政治课程为职业道德与法治，其课程着眼于

提高中职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

和法治教育。教学目标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和基本要求，了解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增强职业道德和法治意

识，养成爱岗敬业、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二、参考学时与学分

该课程共 36 学时，其中理论 34 学时，实训 0 学时；1 个学

分；

三、课程结构

序号
学习任务（单

元、模块）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

要求

教学活动设

计
学时

1

中华民族优

良道德传统

和社会主义

道德

了解道德的含

义

1. 要求学生掌握中

华民族优良道德传

统的主要内容；

2. 掌握继承和弘扬

1.插入时政

视频进行初

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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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优良道徳

传统的重大意义；

3.掌握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核心与原

则，并培养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介绍本学

期所要讲的

几大模块。

2
感受道德之

美

道德的特点、道

德的作用。

1. 良好道德推进

社会和谐发展、良

好道德促进家庭幸

福和人生发展；

2. 道德具有阶级

性 、道德具有时代

性、道德具有广泛

性、道德靠社会與

论和内心信念来维

系；

1.简单分析

案例；

2.运用实际

案例具体分

析道德的功

能和作用。

6

3
职业道德的

特征与作用

培养正确的职

业道德观；

1. 注重仪表职业

性、普遍性、自律

性、他律性的重要

性，培养学生形成

职业道德的意识。

2. 职业道德的含

义及特征 、职业道

德的形成、职业道

德的社会作用；

1.了解职业

道德与法治

的作用；

2.分析案例，

记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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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道德在封

建社会的发展；

4

职业道行为

规范是职业

成功的保证

了解职业道德

行为规范；

1. 职业道德行为

规范的定义、职业

道徳特殊行为规

范、公民基本道德

行为规范与职业道

德行为规范的关

系、业道德行为规

范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的重要

内容、遵守职业道

德行为规范的意

义；

2. 爱岗敬业的意

义、乐业、勤业、

精业、干一行，爱

一行；

3. 忠于职守，热爱

本职、诚实守信和

办事公道的基本要

求与意义；

1.用示例图

引入本课内

容；

2.职业道德

行为规范在

职业中的重

要作用。

8

5
弘场劳动精

神

树立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新时

代劳模精神

1. 尊重劳动:常怀

感恩之心、热爱劳

动:人生幸福的据

点、践行劳动:斗的

1. 劳模的本

质、劳模精神

的

2. 树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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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最美丽；

2. 劳模的本质、劳

模精神的内涵

的劳动价值

观、新时代劳

模精神

6 职业礼仪

职业礼仪塑形

象、职业礼仪展

风采

1. 职业礼仪塑形

象、职业礼仪展风

采

2.职业礼仪的基本

要求、职业礼仪的

道意义

3.行为礼仪、仪表

礼仪、卫生习惯。

1.出示案例

图，分析职业

礼仪的内容。

2.分析职业

礼仪的重要

性。

7
职业道德修

养

了解职业道德

修养

1.职业道德修养的

含义、职业道德修

养的内容、职业道

德修养的意义、职

业道德修养的方法

2.职业道德知识、

职业道德规范、职

业道德品质、职业

道德自育。

3. 有利于提高个

人的职业道德素

质、有利于发挥职

业道德的社会功

能、有利于行业的

职业道德建设、有

1.什么是职

业道德。

2.职业道德

的功能与作

用。

3.职业道德

的社会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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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中华民族优良

道徳传统的弘扬。

8
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式

依法治国是治

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

1. 要求学生了解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我国法制建设

的历程，掌握全面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与原则。

2.学生对依法治国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有了进

一步认识并且意识

到法治对于国家发

展的重要意义，加

深了学生对国家认

识，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的爱国意识。

1.依法治国

是我国治国

理政的基本

方式

2. 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

总目标是建

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

4

9

全面依法治

国的基本要

求

了解什么是全

面依法治国

1. 要求学生了解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

本要求，掌握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的内涵。

2.通过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基本要

1.全面依法

治国的基本

要求

2. 公 正 司

法，全民守法

的含义，培养

了学生法治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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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学习，让同

学们明白了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

的含义，培养了学

生法治意识，提升

了学生知法和懂法

的能力。

3.学生对全面依法

治的内涵有了进一

步认识，加深了学

生对国家治理以及

法治的认识，进一

步激发了学生的遵

纪守法意识。

10

维护宪法权

威，当好国家

公民

坚持公民权利

与义务的统一

1. 要求学生了解

宪法的基本知识，

维护宪法尊严，掌

握坚持公民权利与

义务的统一的含

义。

2. 通过对“坚持公

民权利与义务的统

一”的学习，让同

学们明白了自己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

1.了解宪法

存在的原因。

2.出示案例

图，提问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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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学生遵纪守

法的意识，提升了

知法和懂法的能

力。

3.学生对公民的基

本权利与义务有了

进一步认识，加深

了学生对公民基本

权利与义务的认

识，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做一个好公民

与遵纪守法意识。

11

健全宪法实

施和监督制

度

了解宪法实施

和监督制度

1. 要求学生了解

宪法实施和监督制

度，坚持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的理念，

明白宪法的生命和

权威在于实施的道

理。

2. 要求学生了解

宪法实施和监督制

度，坚持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的理念，

明白宪法的生命和

权威在于实施的道

理

1. 宪法的作

用及内容。

2. 2.宪法修

改的原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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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对宪法实

施和监督制度有了

进一步认识，加深

了学生对宪法的认

识，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做一个遵纪守

法的好公民的思

想。

12 法律概述
法律的基本特

征与本质

1. 要求学生了解

法律的基本特征与

本质以及法律的作

用，掌握我国法律

体系和法律部门等

知识。

2.通过对“法律的

基本特征与本质、

作用、法律体系和

法律部门”的学习，

让同学们明白了法

律是我们生活学习

中、以后工作中经

常会遇到、用到的

有力 “武器”，培

养了学生的法律意

识，提升了学生的

知法、守法、用法

1. 培养了学

生的法律意

识，提升了学

生的知法、守

法、用法的能

力。

2.加深了学

生对法律知

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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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3. 学生对法律常

识等知识有了进一

步认识，加深了学

生对法律知识的认

识，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做一个遵纪守

法的好公民的思

想。

13 民法
了解民法的作

用

1. 要求学生了解

民法的概念、民法

的基本原则以及民

事法律关系的概

念，掌握民事法律

关系的构成等知

识。2. 通过对“民

法的概念、民法的

基本原则以及民事

法律关系”的学习，

让同学们明白了民

事法律是我们生活

学习中、以后工作

中经常会遇到、用

到的。培养了学生

的法律意识，提升

了学生的知法、守

1.民法的社

会价值。

2.民法的概

念、民法的基

本原则以及

民事法律关

系等法律常

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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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法的能力。

3. 学生对民法的

概念、民法的基本

原则以及民事法律

关系等法律常识等

知识有了进一步认

识，加深了学生对

民法知识的认识，

进一步激发了学生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

好公民的思想。

14 刑法
了解刑法的特

征

1. 要求学生了解

刑法的概念、刑法

的特征、基本原则，

掌握刑法的任务等

知识。

2. 通过对“刑法的

概念、刑法的特征、

基本原则、任务”

的学习，让同学们

明白了刑事法律是

我们生活学习中、

以后工作中经常会

遇到、用到的。培

养了学生的法律意

识，提升了学生的

1.思维的特

性。

2.广告创意

思维及其类

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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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守法、用法

的能力。

15
诉讼的基本

程序
了解诉讼

1. 要求学生了解

诉讼法的概念、诉

讼法的基本原则，

掌握诉讼程序等知

识。

2. 通过对“诉讼法

的概念、诉讼法的

基本原则、诉讼程

序”的学习，让同

学们明白了诉讼法

是我们生活学习

中、以后工作中可

能会遇到、用到的。

培养了学生的法律

意识，提升了学生

的知法、守法、用

法的能力。

3. 学生对诉讼法

的概念、诉讼法的

基本原则、诉讼程

序等法律常识等知

识有了进一步认

识，加深了学生对

诉讼法知识的认

1.视频导入。

2. 诉讼法的

概念定义与

特征。

3. 诉讼的基

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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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做一个遵纪守

法的好公民的思

想。

合计 36 36

四、教材推荐

《职业道德与法治》（9787300293417），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五、授课方式

本课程的授课方式以理论为主，将培育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贯穿于教学活动全过程。做到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强化价值引领；

准确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科学制定教学目标；围绕议题设计活动，

注重探讨式和体验性学习；加强社会实践活动，打造培育学科核

心素养的社会大课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率五大教

学策略。在课堂上，任课教师会依据教材内容结合时事热点，社

会事件与经典案例分析进行教学。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

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

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

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不断增强思

想政治课程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上有温度的思

政课，让学生形成主动性、规划性学习。



第 15 页 共 16 页

六、课程特色

职业道德与法治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思想政治课程

教师以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技

能，形象、素质引领学生提升其职业精神素养，法治意识素养与

公共参与素养等综合素养的认识与水平。在职校学生的成长发

展，道路选择中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指向作用。帮助

中职学生在“拔节孕穗”期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学生应该对能够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了解我国

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践行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及其重要意

义；能够掌握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初步具备依法维权

和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自身

实际，以道德和法律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做恪守道德规范、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公民。

七、课堂要求

1.课堂的出勤率：每次课堂都有对出勤率的要求，教师会不

定时点名检查出勤率 1-2 次（除非生病和紧急情况）。

2.分组作业：要求每位学生独立完成每节课教师布置的授课

任务。

八、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平时行为表现成绩+笔试

（二）考核分值比例

平时成绩 30%+ +期终考试 70%，其中平时成绩 30%中，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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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课堂表现 10%，课堂或课后作业 10%。

（三）平时行为表现评分标准

平时行为表现以学生的课堂纪律遵守情况，课堂学习具体情

况等为依托，以导向性、整体性、发展性为原则，关注学生的核

心素养发展情况，以符合思政精神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多样化评

价，得出学生的具体评分。

（四）期末考核及评分标准

试卷考核，具体见试卷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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