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现代教育与实践

2020 年 2 卷 11 期  ISSN:2737-4297(Print); 2705-1358 (Online)

一、“思想道德修养”是“法律基础”的目标

与准则

人的素质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统一体，构成

于多种不同的因素，然而人类最为基本的两个素质就

是思想道德和法律。虽然每种素质的作用以及发挥方

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站在知识层面的角度来看相

差也很大，然而“思想道德修养”以及“法律基础”

作为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体现，可以说是彼

此关联的社会规范以及调节手段。 

首先，“思想道德修养”本身所含有的价值准则

将合法性以及道义性等提供给了“法律基础”，前者

既是后者的价值准则，也是关键目标。法律基础的正

确制定与全面实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这

一点就体现在思想道德修养中。作为一种能够将人类

精神世界各种现象体现出来的素质，其价值准则还具

备着自身的结构关系，一方面为人类全面发展提供着

智力支撑；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精神动力。此外，制定

和实施法律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正确指示，

一个三观不正的法律，必然不能称之为科学有效的法

律，因此在执行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困难。 

其次，自由、平等以及公正等都是“思想道德修养”

的价值观念体现，这对“法律基础”的正确制定和全

面实施有着良好的规范引导作用。作为统治阶级意识

的全面体现，法律将这些意志进一步的转化成了详细

的规章制定。基于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

法律是不可能与政治相离，单独存在。在实际生活当中，

有很多途径都可以获取法律素质，不管是学习法律的

时候还是利用法律的时候，人们对法律的实际认知以

及具体应用，都是受到了思想道德修养的价值观念所

引导。如果与三观相悖，所有的权利与义务都会失去

原有的意义。

最后，“思想道德修养”可以确保大学生真正意

义上的遵守和维护法律，帮助不健全的法律得到有效

的弥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属于法律基础的一种，

其制定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效引导。然而，

法律要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思想道德修养至关

重要。在具体实践的时候，法律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特别是基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之下，尽管法制建

设也获得了可观的进步，然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基于此，作为人类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思想道德修

养对法律的不完善起到了良好的弥补作用。 

二、“法律基础”是“思想道德修养”的基础

和保障

尽管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分别属于两个领域，

然而就个人内在素质的构成方面，可以将它们视为一

体。作为实现国家管理职能的一个关键手段，“法律”

不仅为“思想道德修养”铺垫了有效的基础，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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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保障。     

首先，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法律是实现其政治、

经济与文化等管理职能的关键手段，同时还为思想道

德建设铺垫了关键的基础。在进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

律教学的时候，还有人十分果断的将这两者内容分开

而论，指出学生只需要受到思想道德素养方面的培养

就足够了，法律基础可学可不学。事实上，如果缺失

了法律基础，学生在学习思想道德修养的时候也会非

常吃力，无法真正意义上的掌握思想道德修养当中所

蕴含的各种真理。

其次，遵守法律实际上也就是对思想道德修养内

容的一种具体传播和实施，因为社会主义法律本身就

包含着思想道德修养当中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此外，

严厉制裁和惩戒违法乱纪的人或事，实际上也是在正

确的评价与思想道德修养相悖的内容，让大家可以清

晰的知道，违法乱纪行为既是违背法律也是违背了正

确的思想道德修养。

最后，国家已经将“思想道德修养”当中所包含

的核心内容深刻的吸收到了“法律基础”当中，而且

还做出了进一步转化，即法律准则和规范。事实上，

这就是对“思想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中主体地位的

确认。我们对法律基础的具体化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另

一种方式来对思想道德准则进行确认。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完整性

虽然思想道德和法律存在着不同的发挥作用方式，

然而就根本上来说，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它们

具有极强的逻辑关系，是一门完整的课程。 

首先，从两者的基本内涵来看，它们都构成于特

定的话语体系。这里所指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都拥有具

体的指向。因此基于该理论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法律

实际上就是由国家制定并认可的，借助强制性手段来

确保制度的实施，其良好的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意志。 

其次，从这两者所内含的精神实质来看，它们的

逻辑构成内容非常一致。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角度来看，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因此不管是法

律基础，还是思想道德修养，都是时代的不可或缺的

产物。就此点能够看出，它们都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

即马克思主义。同时，它们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

社会规范和手段，都良好的体现了工人阶级和群众的

意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最终目标。 

最后，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

价值目标以及服务对象角度来看，在整个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当中，前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向的良好

体现，引导着大学生全面学习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道德教育，它集中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所有

的相关内容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者也

系统的表达了社会主义法律意志，其将工人阶级最根

本的意志和意愿等都良好的体现了出来。所以，基于

该角度我们能够得出，不管是“法律基础”还是“思

想道德修养”，在具体的服务对象以及价值目标方面，

都对大学生的良好成长目标起到了服务作用，同时也

对经济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起到了服务意义。

四、总结

总而言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是

一门完整的课程，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两者之间保持互动。如今，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还是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实现，都与

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密不可分，同时也与人们法

律基础的提升相关联。列宁说过，唯有通过对人类所

创造出来的所有财富进行深刻了解，才能够将自己的

头脑丰富起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以，在学

校进行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的教学时，特别是《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需要对“法律基础”和“思

想道德修养”之间的联系进行辨证的认识，同时还要

对该门课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以及规律等严格遵循，

适应并接纳整体性建构课程教学体系，不片面的议论

它们究竟各自能够产生什么价值，以此使大学生的成

长得到最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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