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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视频

思想道德修思想道德修思想道德修思想道德修养养养养与与与与法律基法律基法律基法律基础础础础
陈秉公 吉林大学

 

专题内容比较好，能够从学生的需求出发。  

 

当前位置：首页 >> 视频专区 >> 人文与社会科学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视频专视频专视频专视频专区区区区

 线路1  线路2  线路3                         如果播放不够流畅，您可以切换线路。  
nmlkj nmlkj nmlkj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大学本科

的公共必修课。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从当

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进行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

帮助大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弘扬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分辨是非、善

恶、美丑和加强自我修养的能力，为逐渐成长

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和 ...  

课程简介

主讲教师： 

本讲教师： 

课程学校：吉林大学 

所属学科：人文与社会科学 

获奖年份： 

查看更多课程资源  

视频列表

讨论讨论讨论讨论区区区区

吴晓吴晓吴晓吴晓芹芹芹芹 发表于 2012-02-15 20:57

[第01讲]  

我国的法律制度  

[第02讲]  

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
扬民族精神1  

[第03讲]  

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
扬民族精神2  

[第04讲]  

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
扬民族精神3  

[第05讲]  

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
扬民族精神4  

[第06讲]  

论语-走向生活世界的儒

家  

[第07讲]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

新新儒学的定位  

[第08讲]  

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历史

研究  

[第09讲]  

《韩国儒学模式特征与
21世纪展望》  

[第10讲]  

绪论培养优良学风  

[第11讲]  

“中华精神”的跨世纪

憧憬  

[第12讲]  

笛卡尔--梦幻人生与科学

理性的辩证  

[第13讲]  

中美两级文化与人类社

会未来  

[第14讲]  
21世纪与中华伦理精神  

[第15讲]  

论传统政治思想的阴阳

组合结构  

[第16讲]  

现代化价值归趋的应然

选择  



回复 引用  

 

还行吧，有点假，学生没动静  

回复 引用  

 

怎么不能播放啊，管理员应该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这个视频有什么价值呢？  

回复 引用  

 

咋整的？第一讲我国的法律制度咋变成了刑事法律制度？！！！  

回复 引用  

 

值得学习！资源共享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支持！  

回复 引用  

 

同意徐杨的话，真的是经常断点  

回复 引用  

 

我要投诉......网站太卡...也不清晰..能不能整个像PPS的软件 里面有所有目前有的教学课程....播放器来要像PPS那样不卡才好啊....  

回复 引用  

 

虽然上班了，闲下来陶冶一下，学学法律~~  

回复 引用  

 

好资源，对我们学习有好处！！！  

回复 引用  

请注册登录后再发表言论，发表前请参阅以下要求：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评论及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您在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评论及留言板发表的作品，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参与本评论或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举报邮箱：jingpinke@pub.hep.cn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 发表于 2012-01-16 10:38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 发表于 2011-12-01 11:30

雷金海雷金海雷金海雷金海 发表于 2011-09-16 08:52

金金金金鑫鑫鑫鑫 发表于 2011-09-08 13:14

牛牛牛牛卫卫卫卫青青青青 发表于 2011-08-20 22:33

徐徐徐徐杨杨杨杨 发表于 2011-08-08 22:42

刘刘刘刘爽爽爽爽 发表于 2011-07-29 23:07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 发表于 2011-07-29 20:50

发表评论 （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网上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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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主办单位：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中心  

技术支持：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