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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

培养职业精神培养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树立家庭美德

第一节第一节 职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职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

第二节第二节 大学生择业与创业大学生择业与创业

第三节第三节 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



教学目的与要求教学目的与要求

事业、爱情、家庭是人生的重要组成事业、爱情、家庭是人生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了部分。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了
解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解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规
范，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正范，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正
确认识爱情，自觉遵守婚姻家庭生活确认识爱情，自觉遵守婚姻家庭生活
中的道德和法律，为将来成家立业奠中的道德和法律，为将来成家立业奠
定良好的基础。定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第一节 职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职业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

职业与道德和法律职业与道德和法律

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职业生活中法律的基本要求职业生活中法律的基本要求



一、职业与道德和法律一、职业与道德和法律

11、职业、职业
职业就是人们所从事的工作。职业就是人们所从事的工作。

职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职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
最基本的活动。最基本的活动。



22、职业要求、职业要求

有职业就有相应的职业要求，职业要求是有职业就有相应的职业要求，职业要求是
保证职业活动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保证职业活动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

职业要求既有属于道德层面的内容，也有职业要求既有属于道德层面的内容，也有
属于法律层面的内容，职业与道德和法律属于法律层面的内容，职业与道德和法律
是密不可分的。是密不可分的。

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活中的法律，就是为了调节和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活中的法律，就是为了调节和
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而形成的行为规范。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而形成的行为规范。



33、职业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的共同特征、职业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的共同特征

鲜明的职业性鲜明的职业性

明确的规范性明确的规范性

调节的有限性调节的有限性



44、职业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的区别、职业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的区别

具体的内涵不同；具体的内涵不同；

调控手段不同；调控手段不同；

职业道德体现的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的职业道德体现的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的
人们的自律意识；人们的自律意识；

职业生活中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对职业生活中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对
一定职业活动的他律要求。一定职业活动的他律要求。



二、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二、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职业道德————
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
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
和行为准则。和行为准则。

职业道德具有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职业道德具有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职业活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职业活动的
性质和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为职性质和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为职
业道德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业道德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
间，职业道德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间，职业道德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继承了传统职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继承了传统职
业道德的优秀成分，体现了社会主业道德的优秀成分，体现了社会主
义职业的基本特征，具有崭新的内义职业的基本特征，具有崭新的内
涵。涵。

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



（一）爱岗敬业（一）爱岗敬业

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敬重自己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敬重自己
所从事的职业，勤奋努力，尽职所从事的职业，勤奋努力，尽职
尽责。尽责。



（二）诚实守信（二）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既是做人的准则，也是诚实守信既是做人的准则，也是
对从业者的道德要求。对从业者的道德要求。

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信守承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信守承
诺，讲求信誉。诺，讲求信誉。



（三）办事公道（三）办事公道

在职业活动中要做到公平、公在职业活动中要做到公平、公
正，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以正，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以
权损公，不以私害民，不假公济权损公，不以私害民，不假公济
私。私。



（四）服务群众（四）服务群众

在职业活动中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在职业活动中一切从群众利益出
发，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发，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
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五）奉献社会（五）奉献社会

树立奉献社会的职业精神，通过兢兢树立奉献社会的职业精神，通过兢兢
业业的工作，自觉为社会和他人奉献。业业的工作，自觉为社会和他人奉献。

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中最高层次的要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中最高层次的要
求。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高求。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高
目标指向。目标指向。



三、职业生活中法律的基本要求三、职业生活中法律的基本要求

（一）了解职业生活中的主要法律（一）了解职业生活中的主要法律

了解职业生活中的法律，对于大学了解职业生活中的法律，对于大学

生求职、就业，正确处理有关职业的生求职、就业，正确处理有关职业的

法律关系，做到知法、守法具有十分法律关系，做到知法、守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意义。



职业生活中的主要法律职业生活中的主要法律

适用于所有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劳适用于所有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劳
动者动者————《《劳动法劳动法》》

适用于公务员适用于公务员————《《公务员法公务员法》》

适用于某一特定职业适用于某一特定职业————《《教师法教师法》》、、

《《律师法律师法》》、、《《法官法法官法》》、、《《检查官法检查官法》》、、
《《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法》》等。等。



11、、《《劳动法劳动法》》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

19941994年年77月月55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951995年年11月月11日起施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保日起施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

共共1313章章107107条：总则，促进就业，劳动合同条：总则，促进就业，劳动合同
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
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
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
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



22、、《《公务员法公务员法》》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

20052005年年44月月272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20062006年年11月月11日起施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日起施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
干部人事管理的重要法律。干部人事管理的重要法律。

共共1818章章107107条：总则，公务员的条件，义务条：总则，公务员的条件，义务
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
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
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
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法律责任，附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法律责任，附
则。则。



（二）坚持职业生活中的法律的（二）坚持职业生活中的法律的
基本原则基本原则

11、、《《劳动法劳动法》》的基本原则有：的基本原则有：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兼顾用人单位利益相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兼顾用人单位利益相
结合的原则；结合的原则；

按劳动分配与公平救助相结合的原则；按劳动分配与公平救助相结合的原则；

劳动者平等竞争与特殊劳动保护相结合的原劳动者平等竞争与特殊劳动保护相结合的原
则；则；

劳动行为自主与劳动标准制约相结合的原则。劳动行为自主与劳动标准制约相结合的原则。



22、、《《公务员法公务员法》》的基本原则的基本原则

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和法治原则；公开、公平、竞争、择优和法治原则；

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原则；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原则；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

分类管理和效能原则。分类管理和效能原则。



（三）明确职业生活中的法定权益和义务

11、劳动者的权力和义务、劳动者的权力和义务

劳动者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

劳动者的义务劳动者的义务



《《劳动法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的权利规定的劳动者的权利

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休息休假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劳动法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的义务规定的劳动者的义务

完成劳动任务；完成劳动任务；

提高职业技能；提高职业技能；

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22、公务员的义务和权利、公务员的义务和权利

公务员的权利公务员的权利

公务员的义务公务员的义务



（四）依法处理职业生活中的纠纷（四）依法处理职业生活中的纠纷

11、处理劳动争议的法定途径、处理劳动争议的法定途径

协商协商

调解调解

仲裁仲裁

诉讼诉讼



22、处理人事争议的法定途径、处理人事争议的法定途径

申诉申诉

控告控告

仲裁仲裁

诉讼诉讼



四、大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四、大学生职业道德素质
与法律素质的培养与法律素质的培养

11、努力学习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活中的、努力学习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活中的
法律知识；法律知识；

22、努力提高职业道德意识和法律意、努力提高职业道德意识和法律意
识；识；

33、努力锻炼实际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和、努力锻炼实际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和
法律规范的能力。法律规范的能力。



第二节第二节 大学生择业与创业大学生择业与创业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与创业观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与创业观

在艰苦中锻炼，在实践中成长在艰苦中锻炼，在实践中成长



一、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一、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逐步实现了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接轨，大学生在以
择业主体的姿态投身社会，选择理想
职业的过程中承受着日益沉重的择业
竞争压力。



（一）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原因（一）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原因

11、就业人口压力过大、就业人口压力过大

我国人口基数大，需就业的人数我国人口基数大，需就业的人数
多；多；

就业高峰持续时间长；就业高峰持续时间长；

大学生就业高峰与全社会就业高峰大学生就业高峰与全社会就业高峰
重叠。重叠。



22、就业机制有待完善、就业机制有待完善

用人机制不健全，人才流动机制还用人机制不健全，人才流动机制还
有待完善；有待完善；

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要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要
素的配置还未达到完全优化。素的配置还未达到完全优化。



33、就业观念有待更新、就业观念有待更新

就业观念滞后；就业观念滞后；

缺乏主动择业创业积极性；缺乏主动择业创业积极性；
存在等、靠、要思想；存在等、靠、要思想；
就业期望值过高。就业期望值过高。



（二）目前我国失业的类型（二）目前我国失业的类型

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

发展性失业发展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



（三）解决就业问题的（三）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政策和措施

确立了确立了““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的就业方针。

发展经济，调整结构，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发展经济，调整结构，积极创造就业岗位。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培育发展劳动力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培育发展劳动力
市场。市场。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
稳定。稳定。

当代大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既要有紧当代大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既要有紧
迫感，又要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迫感，又要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



二、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与创业观二、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与创业观

自主择业和主动创业是社会对当代大自主择业和主动创业是社会对当代大
学生提出的客观要求。学生提出的客观要求。

择业是创业的基础，创业又是择业的择业是创业的基础，创业又是择业的
内在要求。内在要求。



11、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树立崇高职业理想，重视人生价值实现；树立崇高职业理想，重视人生价值实现；

服从社会需要，追求长远利益；服从社会需要，追求长远利益；

打下坚实基础，做好充分准备。打下坚实基础，做好充分准备。



22、树立正确的创业观、树立正确的创业观

要有积极创业的思想准要有积极创业的思想准
备；备；

要有敢于创业的勇气；要有敢于创业的勇气；

要提高创业的能力。要提高创业的能力。



用人单位时最注重大学生哪方面的能力？用人单位时最注重大学生哪方面的能力？

央视央视《《东方时空东方时空》》节目对大学生就业节目对大学生就业““力力””
的调查结果为：的调查结果为：

学习能力学习能力5151％；％；
团队合作团队合作4242％；％；
执行能力执行能力3636％；％；
创新精神创新精神2424％。％。



三、在艰苦中锻炼，在实践中成才三、在艰苦中锻炼，在实践中成才

（一）在艰苦中锻炼是成才的必要条件（一）在艰苦中锻炼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孟子孟子..告子下告子下》》



当代大学生在择业和创业过程中，要当代大学生在择业和创业过程中，要
敢于直面艰苦、不怕艰苦，以坚强的敢于直面艰苦、不怕艰苦，以坚强的
意志和健康的心理去迎接现实的困难意志和健康的心理去迎接现实的困难
和社会的风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的风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成长、成人、成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成长、成人、成
才。才。



实践不仅是人才成长的动力，而且是衡量实践不仅是人才成长的动力，而且是衡量
人才的标准；人才的标准；

把个人成才的主观愿望同社会发展的客观把个人成才的主观愿望同社会发展的客观

需要有机结合起来，自觉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自觉地适应社会发展

的客观需要。的客观需要。

（二）社会实践是锻造人才的（二）社会实践是锻造人才的““熔炉熔炉””



怎样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怎样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

面对当今的就业形势，如何进行个人的面对当今的就业形势，如何进行个人的
职业生涯设计？职业生涯设计？

思考与讨论思考与讨论



第三节第三节 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

爱情与人生爱情与人生

婚姻与家庭婚姻与家庭

家庭美德家庭美德

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婚姻家庭法律规范



一、爱情与人生一、爱情与人生

（一）爱情的本质（一）爱情的本质

1.1.爱情的定义爱情的定义

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
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相互倾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相互倾
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一种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一种
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

恋爱，是一对相互倾慕的男女共同建立、恋爱，是一对相互倾慕的男女共同建立、
培育、发展爱情的过程。培育、发展爱情的过程。



2.2.爱情的基本构成要素爱情的基本构成要素

性爱性爱————––主要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是主要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是
人自然属性的表现。是以男女双方互爱人自然属性的表现。是以男女双方互爱
为前提，具有专一、强烈和持久性。为前提，具有专一、强烈和持久性。

理想理想————––表现为男女双方思想感情与表现为男女双方思想感情与
生活目标的一致与和谐。生活目标的一致与和谐。

责任责任————––爱情的核心是责任。男女双爱情的核心是责任。男女双
方自觉自愿地为对方付出感情，担当责方自觉自愿地为对方付出感情，担当责
任。任。



3.3.爱情的本质具有二重性爱情的本质具有二重性

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性爱与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性爱与
情爱的统一。情爱的统一。

表现为人的性欲满足，是在一定社会制度表现为人的性欲满足，是在一定社会制度
下，在一定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约束下，在一定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约束
下，下，

通过婚姻的形式来实现。通过婚姻的形式来实现。



4.4.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

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事业是爱情发展的基础，只有将爱情与事事业是爱情发展的基础，只有将爱情与事
业、理想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巨大的力业、理想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巨大的力
量，使爱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量，使爱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二）遵循恋爱中的道德（二）遵循恋爱中的道德

恋爱作为一种人际交往必然要受到道德的恋爱作为一种人际交往必然要受到道德的
约束。其主要体现在：约束。其主要体现在：

尊重人格：恋人间彼此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尊重人格：恋人间彼此尊重对方的独立性
和重视双方的平等。和重视双方的平等。

自觉承担责任：在生活的点滴中，无论何自觉承担责任：在生活的点滴中，无论何
种境遇下，自愿为对方承担责任。种境遇下，自愿为对方承担责任。

文明相亲相爱：文明相亲相爱： 恋爱双方要遵守公序良恋爱双方要遵守公序良
俗，要举止得体、文明礼貌，不要对他人俗，要举止得体、文明礼貌，不要对他人
和社会公共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和社会公共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三）大学生与恋爱（三）大学生与恋爱

大学生正值青春期，进入恋爱年龄阶段，大学生正值青春期，进入恋爱年龄阶段，
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是身心发展必然结果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是身心发展必然结果
和无法回避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引导，树和无法回避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引导，树
立正确的恋爱观。立正确的恋爱观。



思考与讨论思考与讨论

恋爱对大学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恋爱对大学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过分的爱情追求必定会降低人本身的过分的爱情追求必定会降低人本身的

价值价值…………而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而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

一个是因为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一个是因为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

的事业抑制住了这种软弱的感情。的事业抑制住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培根培根



处理好以下关系：处理好以下关系：

恋爱与学习的关系恋爱与学习的关系

恋爱与关心集体的关系恋爱与关心集体的关系

恋爱与关爱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恋爱与关爱他人和社会的关系



当遭遇恋爱挫折时：当遭遇恋爱挫折时：

勇于面对现实，承受痛苦；勇于面对现实，承受痛苦；

合理运用心理防卫机制；合理运用心理防卫机制；

认真总结教训，在痛苦中成长。认真总结教训，在痛苦中成长。

正确对待恋爱挫折正确对待恋爱挫折



二、婚姻与家庭二、婚姻与家庭

婚姻——是由法律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
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夫妻关系。

家庭——是指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
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由亲属之间所构成
的社会生活单位。

婚姻家庭关系具有二重性：

自然属性——生物学、生理学
社会属性——本质属性，由社会生产关系决
定。



婚姻家庭的形式、内容和价值是随社会婚姻家庭的形式、内容和价值是随社会
发展而相应变化的。发展而相应变化的。

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
基基

础。础。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俗话说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俗话说““家和家和
万事兴万事兴””，，““家是宁静的港湾家是宁静的港湾””，可见婚姻，可见婚姻
家庭幸福美满的重要性。家庭幸福美满的重要性。



三、三、家庭美德家庭美德

家庭美德是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家庭美德是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
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尊老爱幼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邻里团结



四、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四、婚姻家庭法律规范

1.婚姻家庭法

——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现行的我国《婚姻法》是2001年4.28九
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修正的。共6章
51条。



大学生学习婚姻法的意义大学生学习婚姻法的意义

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
念；

正确处理家庭关系；

提高道德修养。



2.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

男女平等；

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计划生育；

夫妻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
间敬老爱幼、互相帮助。



3.结婚

男女双方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男女双方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
序确定夫妻关系的法律行为。序确定夫妻关系的法律行为。

结婚的必备条件：结婚的必备条件：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达到法定年龄

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



结婚的禁止条件结婚的禁止条件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重症精神病患者不能结婚重症精神病患者不能结婚

重症智力低下患者不能结婚重症智力低下患者不能结婚

患性病未经治愈的不能结婚患性病未经治愈的不能结婚



中国三代以内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示意图

祖父母祖父母 33 外祖父母外祖父母

父父 22 母母

33

祖父母
的其他
直系血
亲亲属

祖父母
的其他
直系血
亲亲属

11 己身己身

22 子女子女

33
孙子女

外孙子女

孙子女

外孙子女

22

父母的
其他直
系血亲
亲属

父母的
其他直
系血亲
亲属

33

外祖父
母的其
他直系
血亲

外祖父
母的其
他直系
血亲



结婚程序：结婚除必须符合法定条
件外，还必须符合法定程序。

申请 审查 登记



无效婚姻和撤消婚姻无效婚姻和撤消婚姻

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生效的法定要件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生效的法定要件
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

撤消婚姻：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撤消婚姻：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
消婚姻。消婚姻。

无效和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无效和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
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4.4.家庭关系家庭关系

以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为基础而形成
的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包括：夫妻间、父母和子女间、其他家
庭成员间的关系。



夫妻关系夫妻关系

夫妻间人身关系：夫妻间在人格、身份、夫妻间人身关系：夫妻间在人格、身份、
地位以及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地位以及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夫妻间财产关系：夫妻双方在财产、扶养夫妻间财产关系：夫妻双方在财产、扶养
和继承等权利义务关系。和继承等权利义务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父母子女关系

包括：非婚生子女与父母、继子女与继父包括：非婚生子女与父母、继子女与继父
母、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关系。主要有：母、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关系。主要有：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
务；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与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与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其他家庭成员间关系：其他家庭成员间关系：

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间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间
的抚养赡养关系；的抚养赡养关系；

兄弟姊妹间的扶养关系。兄弟姊妹间的扶养关系。



5.5.离婚离婚

离婚离婚————指夫妻双方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指夫妻双方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

离婚原则：离婚原则：

既保证离婚自由，同时又反对轻率离婚。既保证离婚自由，同时又反对轻率离婚。

离婚依据：离婚依据：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主要从婚姻基础、离婚原因、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主要从婚姻基础、离婚原因、
夫妻感情现状和有无和好可能等综合分析。夫妻感情现状和有无和好可能等综合分析。

离婚方式：离婚方式：

协议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离婚（登记离婚）————到婚姻登记机关申到婚姻登记机关申
请；请；

诉讼离婚诉讼离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特别规定特别规定

《《婚姻法婚姻法》》规定：规定：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时，须得军人同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时，须得军人同

意，但军人有重大过错的除外。意，但军人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11年内或者终止妊年内或者终止妊

娠娠6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女方提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女方提

出离婚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出离婚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

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离婚后子女抚养和财产问题离婚后子女抚养和财产问题

子女抚养：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子女抚养：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
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
不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

财产处理：离婚分割财产仅以夫妻共同财财产处理：离婚分割财产仅以夫妻共同财
产为限，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产为限，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
体情况，以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体情况，以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
决。决。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

根据婚姻法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根据婚姻法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
任，第任，第4646条规定：条规定：

由于重婚；由于重婚；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实施家庭暴力；实施家庭暴力；

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

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请求损害赔偿。



思考与讨论思考与讨论

如何认识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如何认识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

在追求爱情时，哪些是不符合文明道在追求爱情时，哪些是不符合文明道
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表现？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表现？

我国婚姻法规定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我国婚姻法规定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
务有哪些？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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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学出版社，育科学出版社，20012001年。年。

别业舫等别业舫等《《择业与创业择业与创业————当代大学生就当代大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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