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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高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严格按照教学要求精心编写而成，旨在
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书中主要阐述了理想与信念、道德修养与依法治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内容，并介绍了宪法、行政
法、民法、婚姻家庭法、经济法、刑法、程序法、国际法等部门法的基础知识。
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写了《物权法》和《刑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自2007年以后修订的
新内容，并充实了“人权观教育”、“普世价值”及国际经济法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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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期以来的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必将更加进一步验证、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二）人生观　　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根本观点的总和，是人对于自身生命过程的反思，是对于
人生面临的众多境况和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它主要包括对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意义的认识。
我们通常说，人为什么活着？
怎样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
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
这都是人生观的内容。
　　人生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生目的，即人为什么活着？
第二，人生态度，即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三，人生价值，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人生观具体包括公私观、义利观、苦乐观、荣辱观、幸福观、恋爱婚姻家庭观和生死观等内容。
　　人生观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既是一种个人意识，也是一种群体意识。
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个人遭遇和阅历不同，所受教育不同
，文化素养不同，等等，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
中外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生观，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禁欲主义、悲观厌世主义
、幸福主义、乐观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沦、存在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各种基本类型的人生观
。
　　1.人生观的特征　　第一，人生观具有社会历史性。
人生观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来源于社会实践，即它是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反映，社会
存在是发展变化的，所以人生观也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一成不变的所谓永恒的人生观是没有
的，有的只是每个具体社会的人生观。
科学的人生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人生观是历史的产物，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由于对客观世界和人生认识的深度、广度和正确程
度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人生观。
正如没有所谓永恒的、不变的和超越历史时代的人性一样，也就没有永恒的、不变的和超越历史时代
的人生观。
科学的人生观为人生实现其价值指出正确的道路，因而是人类精神的精华。
人生观的变化和发展，也正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必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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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2版）》在内容上增写了“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观”、“人权观教育”、“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宪法概念、特征和基本原则”、“我国
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国家机构”、“社会主义法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物权法”、“刑法”2011年修订的新内容、“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的新内容、“国际法的主
体及其权利与责任”、“外交和领事关系”、“国际经济法”等，内容更加充实、丰富。
同时对个别重复、不必要的内容加以删除，对个别不妥当、不准确的提法加以改正，提高了教材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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