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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义利文化  

课时 4 课时（180 min）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目标： 

（1）理解义与利的含义，以及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内核 

（2）了解传统义利观的发展历程 

（3）了解胡贯三、胡雪岩、王炽和舒遵刚的义利观，并从他们的经商事迹中体会义利文化 

（4）领会传承与发扬科学义利观的三个要点 

素质目标： 

（1）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传承积极、健康的义利文化 

（2）领会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内容，重视其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义与利的含义，以及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内核；我国古代著名人物的义利观 

教学难点：深刻体会义利文化对经商的重要性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案例导入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用具 电脑、投影仪、多媒体课件、教材 

教学设计 

第 1 节课：考勤（2 min）→ 问题导入（8 min）→ 传授新知（25 min）→ 课堂讨论（10 min） 

第 2 节课：问题导入（5 min）→ 传授新知（25 min）→ 课堂讨论（15 min） 

第 3 节课：问题导入（5 min）→ 传授新知（25 min）→ 课堂讨论（15 min） 

第 4 节课：辩论比赛（40 min）→ 课堂小结（3 min）→ 作业布置（2 min） 

教学过程 主要教学内容及步骤 设计意图 

第一节课 

考勤 

（2 min） 

【教师】使用文旌课堂 APP 进行签到 

【学生】班干部报请假人员及原因 

培养学生的

组织纪律性，掌

握学生的出勤

情况 

问题导入 

（8 min）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你知道哪些与“义”和“利”有关的故事？ 

【学生】聆听、思考、回答 

通过互动导

入，引导学生思

考，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传授新知 

（25 min） 

【教师】通过大家的发言，引入新的知识点，讲解中国传统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指人们对义与利及其关系的认识和根本态度。义利观是人生观的组成部分，其

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对义利观的探讨与辩论，贯穿于我

国 2 000 多年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 

一、“义”“利”的含义 

（一）“义”的含义 

【教师】多媒体出示义的繁体字图片（详见教材），讲解义的含义 

“义”的繁体字为義，从汉字结构来看，其由“羊”“我”两个汉字组成，属于会意字。

在古代，羊被认为是聪明正直、极其有智慧的动物，从而成为吉祥、幸福、美丽和善良的象

征；“我”的本义并不是自己，而是指仪仗兵器三叉戟，因此，“义”起初表示美好的仪式

和礼节。正如《说文解字》中对“义”的解释为“义，己之威仪也”。 

通过教师讲

解及学生讨论，

让 学 生 了 解

“义”“利”的

含义，中国传统

义利观的发展

及内核等内容 



后来，“义”的含义逐渐发展为公正、正当、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如《国语·晋语》

中的“义以生利”，以及《孟子·告子上》中的“舍生而取义者也”，其中的“义”都是此意。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冯谖买义的故事”(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冯谖买的义是什么？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二）“利”的含义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利有什么含义？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从汉字结构上来看，“利”是由“禾”“刀”会意而成。在古代，“禾”是指粟，即谷

子，后来泛指谷类作物。“刀”是一种兵器，也泛指用于切、割或砍的工具。因此，“利”

起初是指用刀来切割谷物，寓意收获物质利益。 

随着时代的发展，“利”的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并且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利”

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物质财富与利益，二是指人们对利益的欲求，以及可以转化为

物质利益的精神利益，如荣誉、地位、权利等。而狭义的“利”只有上述第一层含义。 

【课堂讨论】教师提出课堂讨论问题： 

《论语·里仁第四》中记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请你说一说自己对这句话

的理解。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二、传统义利观的发展历程 

【教师】请同学们扫描二维码，并回答以下问题： 

传统义利观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学生】聆听、扫描二维码、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中国传统义利观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人们的求利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二是公

利与私利的处理准则。 

有关义利观的探讨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这可以从《国语》《左传》中的记载看出。

例如，《国语·晋语》中记载，“义者，利之足也”，即躬行仁义是获取利益的基础；《左传》

中记载，“德、义，利之本也”，等等。以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

纷纷对这一观点发表了看法。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观

点，主张把“义”放在首位。他告诫人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人们必须在遵守“义”

的前提下去追求“利”，做到看见财利就想到道义。 

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墨子 主张“义利并举”。这一观点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为“重

利”，这里的“利”并不是指私利，而是指天下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即墨子主张人们要互

爱、互助、互利；第二层含义为“贵义”，墨子认为大义、正义是最可贵的道理，人们的一

切言行都要服从于“义”。 



（详见教材） 

三、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内核 

（一）主张合理求富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识并肯定了人的求利天性，同时主张合理求富。例如，《论语·里仁

第四》中记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富者，

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等等。 

财富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肯定人的求利天性，

是对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意义的肯定，也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主张合理求富，是对人

们正当、合法获取财富的鼓励，这不仅有利于调动人们经商的积极性，还有利于促进正确财

富观的形成。 

（二）倡导富有伦理道德的财富价值观 

虽然对利益、财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但如果人们任由私欲发展而不加控制，则必然会

引发更多的比较、矛盾甚至争斗，进而造成资源匮乏与社会道德的滑坡，从而阻碍社会的正

常发展。这是由于物质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因此，把“义”作为追求利益、财富的道德标准，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内心欲望，

为人们树立起道德优先、公利至上的价值取向标准，塑造主流财富观念的价值基础，有利于

培养人们的社会道德感与责任感，也有利于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与维护，还有利于和谐

社会环境的形成。 

（三）倡导以义生利的责任感 

无论是孔子的“见利思义”，还是墨子的“义利并举”，都反映出古代先哲们的责任意

识、利群意识和家国意识。实际上，义与利是可以实现统一与互相转化的，仅为自身而谋取

的利益，只是私利、小利，而为国家与百姓所谋的大利，才是道义之所在。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要想获得利益，获得财富，除了自身要努力奋斗之外，都离不开

社会提供的资源与各方面的支持。因此，中国传统义利观非常注重义与利的统一，其统一与

转化的基点，正是企业与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 

【学生】聆听、思考、理解、记忆 

课堂讨论 

（10 min）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以下问题： 

你认为“义”与“利”的关系是怎样的？ 

【学生】分组讨论、记录、小组代表上台讲述本小组的观点 

 【教师】聆听并评价总结学生的发言 

通过探索活

动，巩固课上所

学知识，加深学

生对“义”与

“利”的理解 

第二节课 

问题导入 

（5 min）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义重如山”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哪些重义的著名人物？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板书 

通过问题导

入，吸引学生

关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传授新知 

（25 min）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古代诚实守信的著名人物 

一、以义取利——胡贯三 

【教师】多媒体展示胡贯三的画像，讲解胡贯三以义取利的故事 

通过教师讲

解和师生互动，

让学生了解古

代坚持义利为

重的著名人物

的相关故事 



胡贯三（1733—1794），清朝徽州著名商人，主要从事粮食业、典当业和钱庄业，是当

时江南六大富豪之一。 

胡贯三售卖粮食秤平斗满，价格公道，丰年时不压价，灾年时也以平时的价格出售粮食，

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不仅如此，他还在灾害发生时主动伸出援手，帮助百姓渡过难关。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夏，黟县乃至整个皖南山区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百姓受灾严

重。看到这种情况，胡贯三马上降低粮食价格，并且广设粥棚，赈济灾民。 

典当业与钱庄业是明清时期利润较高的行业。当时，大部分当铺不仅放款时限短、利息

高，还会肆意压低抵押品的价格。同时，如果借贷者到期未归还借款，则当铺便没收抵押品，

这也导致了许多人破产。 

而胡贯三采取的经营方式与别人不同，他的当铺利息合理，并且对那些不能按期赎回抵

押品的借贷者，会依照当初典当的契据再宽限其 15 天。他还打破了以往的“不收”规矩，规

定凡能置换货币的物品，都可在他这里典当。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胡贯三以义取利，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胡贯三有哪些美好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二、仁义前行——胡雪岩 

【教师】多媒体展示胡雪岩的画像，讲解胡雪岩仁义前行的故事 

讲究仁义是胡雪岩商业精神与人格魅力的核心。他也以此取得民心、诚服员工，生意也

越做越红火。 

胡雪岩常说：“一碗饭，大家吃，花花轿儿人抬人。”即商业活动要通过互惠实现双赢。

为了保证药材的货源与质量，胡雪岩经常主动帮助药农贷款以渡过危机；面对外商刁难蚕农，

意欲压低蚕丝收购价格，他敢于冒风险以较高的价格购入蚕丝。这些举动虽然会使他在当下

吃亏，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为他之后的生意发展奠定了基础。 

胡雪岩在取得一定的财富之后，更加热心于扶危济困、兴办公益事业。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胡雪岩代清廷筹款，助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详见教材)，并提

出问题： 

胡雪岩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成为“红顶商人”？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三、以义聚财——王炽 

【教师】多媒体展示王炽的画像，讲解王炽以义聚财的故事 

王炽（1836—1903），字兴斋，云南省弥勒县（今弥勒市）人。王炽从小家境贫寒，14

岁时又遭受了丧父之痛，不得不辍学并学习经商。王炽 16 岁时，其母亲将变卖首饰所得的

20 两白银交给了他，让他用这笔钱作为本钱，将家乡生产的土布拿到外县去售卖，再将外县

的桃子运回家乡来售卖，以赚取差价。王炽也因此攒下了一百多两银子。凭借着这笔资金，

王炽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驮运货物的马队），并在云南、广西一带往返贩运土杂百货。 



王炽一生重德重义，处处显现出儒商的胸襟与仁义，大到全国赈灾募捐，小到家乡公益

事业，他无不慷慨解囊。 

此外，为了能够让家乡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王炽购买土地，并用土地的收益供养

学校，以保障教师衣食无忧；为了振兴地方教育，王炽还联合当地富人筹办当铺——兴文当

（后更名为“兴文银行”），以其利润作为基金，扶植教育事业。 

王炽晚年更是依照多年经商所信奉的原则——道行、道德、信义，以股份制的形式对其

偌大的资本加以完善与分配。王炽为后世留下的，不仅是独到的经商理念，还有他重义轻利

的处世之道。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王炽义利并举的经商事迹”(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王炽是如何践行“以义聚财、义利并举”的？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四、以义为利——舒遵刚 

舒遵刚，黟县屏山（今安徽省黟县宏村镇屏山村）人。舒遵刚 14 岁时就跟随其父在江西

经商，15 岁时便继承父业。他严守家风，以义为利，远近闻名。 

舒遵刚对生财之道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钱财如同流动的泉水一样，有了源泉才会有

水流。而一些商人采用蒙骗、欺诈的手段来获取钱财，就是在自行堵塞财源。同时，他认为

太过于不舍得用钱和滥用钱财的商人，也都会使自己的财源枯竭。在合乎道义的事情上花费

钱财，不仅不会让财源枯竭，还会广开财源，这正是所谓的生财有道。当时的百姓对他说的

话表示怀疑，舒遵刚便身体力行。例如，他在鄱阳县带头倡建朱文公书院；鄱阳县遭受水灾，

他又提倡施粥以救灾民。他的品行得到了百姓的赞美与尊重，他也越来越富有。 

舒遵刚的生财之道体现了他对于商业道德的理性认知，正是这种理性认知，使他形成了

良好的处世原则与经商理念，并在商业活动中能够自觉地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

利润，而不是乘人之危或以狡诈的手段获利。 

（详见教材） 

【教师】请同学们回答以下问题： 

舒遵刚的生财之道是什么？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教师】讲解商业视窗“为什么商人都供奉关羽”(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为什么商人都供奉关羽？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学生】聆听、理解、思考、记忆 

课堂讨论 

（10 min） 

【教师】组织学生阅读《胡氏列祖列宗家训》，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以下问题： 

请谈一谈你对胡氏家族家训的理解。 

通过课堂讨

论，巩固课上所

学知识，加深学



【学生】阅读、思考、小组讨论，由小组代表上台讲述本小组的观点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生对“以义取

利”理念的理解 

第三节课 

问题导入 

（5 min）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你认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应遵循怎样的义利观？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板书 

通过提问方

式，吸引学生

关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传授新知 

（25 min）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传承与发扬科学的义利观的相关知识 

一、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商人为什么要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商人经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这样他才能生存与发展，才能具备实施“义”的基础

条件与能力。如果一味地要求商人舍利取义，则是不现实的。 

当代社会的义利观要求个人把国家与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尊重个人采取正当、

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即主张个人在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把个人利益与国家

利益、集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个人利益只有在不违背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前提

下，才是正当的，才是受到保护的，才是可以追求的。 

因此，商人必须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才能在经商的路上长久地走下去，也才

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二、胸怀大义，乐善好施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商人如何才能做到“胸怀大义，乐善好施”？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一名成功的商人要有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崇高责任感与使命感，有经世济民的远大抱

负，要将自己的小利与民族大义结合在一起。同时，在赚取一定的利润之后，商人也应积极

回报社会，扶危济困。只有这样，商人才能具备长远的发展眼光，进而能够在经商过程中善

于审时度势和捕捉商机，从而带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当代商人而言，要想做到“胸怀大义，乐善好施”，就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树立科学的义利观，凡事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第二，能

够积极回报社会，主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乐于拿财物接济有困难的人。 

三、合作共赢，持续发展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当代商人怎么做才能实现“合作共赢，持续发展”？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通过教师讲

解和师生互动，

让学生了解传

承与发扬科学

的义利观的相

关内容 



具体来说，当代商人要想实现“合作共赢，持续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

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 

（二）遵循“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 

人类的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自然给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资源，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基础。人类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人与自然的深

层次矛盾日益显现。为了确保人类社会能够长久平稳发展，人类要积极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推动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共生的格局。 

【课堂讨论】教师提出以下问题，请学生们分小组讨论： 

想一想，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己能做些什么？ 

【学生】聆听、思考，分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分享小组观点 

【教师】聆听小组代表发言 

（三）建立“全球一体化，企业协作共赢”的世界观 

从 20 世纪开始，全球化一直都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家

企业都不可能在供应链的所有节点上占据优势，这时就需要联合行业中的上下游企业，建立

一条经济利益相连、业务关系紧密的供应链来实现优势互补，并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竞争环境，以增强自身的社会竞争力。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义利相济、乐善好施的曹德旺”(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曹德旺的事迹对你有哪些启发？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课堂讨论】教师提出以下问题，请学生们分小组讨论： 

结合当今社会出现的食品问题、环境问题，说一说现代商人应当秉持的义利观。 

【学生】聆听、思考，分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分享小组观点 

【教师】聆听小组代表发言 

【学生】聆听、理解、思考、记忆 

课堂讨论 

（15 min）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以下问题： 

请结合当今社会出现的食品问题、环境问题，说一说现代商人应当秉持的义利观。 

【学生】聆听、思考、小组讨论，由小组代表上台发表讨论结果 

【教师】与学生一起评价各组的发言，并进行总结 

通过课堂讨

论，巩固所学知

识，帮助学生形

成正确的义利

观 

第四节课 

辩论比赛 

（40 min） 

【教师】组织学生开展“‘利大于义·义大于利’主题辩论赛”活动 

【活动概述】 

通过辩论比

赛，加深学生对

“义”与“利”

关系的理解，体

会义利文化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义与利的选择。如何权衡义与利，走出义与利的纠

结困境，仍是当今社会探讨的热门话题。请全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以“利大于义·义大于利”

为主题展开辩论，从而使自身对义利文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与体会。 

【活动准备】 

（1）全班学生推选出一名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即兴发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同学担任

此次辩论比赛的主持人；并可邀请辅导员与其他任课教师（3～5 名）担任评委。 

（2）除主持人以外的学生选出 8 人并分成两个小组，各组选出一名组长。 

（3）各小组组长通过抽签确定辩论的正反方。 

（4）组长组织小组成员搜集资料，讨论任务分工及辩论要点等。 

【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 活动内容及活动要点 

赛前准备 
各小组按照任务分工，采用恰当的方法搜集资料、模拟演练，为辩论

赛做准备 

比赛 

基本流程 

（1）主持人发言，明确比赛阶段及规则 

① 陈词阶段：按照先正方后反方的顺序进行，时长为 6 分钟。各方

陈词由一辩手一次完成，时长为 3 分钟。倒计时结束有哨声提示，此时

必须停止发言 

② 攻辩阶段：时长为 12 分钟。正反方的二辩手、三辩手进行攻辩

（二辩手、三辩手各有一次且必须有一次为攻方）；攻辩从正反方的二

辩手开始，交替进行（先正方后反方），辩方可由攻方任意指定，不受

次数限制。攻辩双方必须单独完成攻辩，中途不得更替辩手。正反方辩

手必须站立完成每一轮攻辩，落座即视为完成本方攻辩 

③ 自由辩论阶段：各方辩论时长为 4 分钟，共 8 分钟。正反方辩手

轮流发言，一方发言的辩手落座即代表其发言结束，另一方辩手必须紧

接着发言；中途若有时间间隔，将计入总时长内。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

序不限。如果一方的发言时长全部用完，另一方可连续发言 

④ 总结陈词阶段：各方发言时长为 4 分钟，共 8 分钟。各方由四辩

手总结陈词，反方先发言 

（2）开始辩论 

评委点评 辩论结束后，评委对各组的表现进行全面点评 

 

【学生】分组、搜集、讨论，进行辩论比赛 

【教师】与学生一起对各组的表现进行评价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 价

分数 

自

评 

互

评 

师

评 

知识与技能评

价 

（1）能够采用恰当的方法搜集资料 15    

（2）能够准确地把握辩题的内涵与外

延 
20    

（3）对所持立场能够有多层次、多角

度的理解 
20    

（4）对义与利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10    

（5）敢于创新，勇于表现，临场应变

能力强 
10    

综合素质评价 （1）衣着整齐，仪态大方，能够表现 5    

经商的重要性，

并形成正确的

义利观 



出良好的风度与气质 

（2）在比赛过程中尊重对手，组员之

间配合默契 
10    

（3）态度积极、认真参与实践活动 10    

合计 100    

总评 
自评（25%）+互评（25%）+师评（50%）

= 
教师（签名）： 

 

课堂小结 

（3 min） 

【教师】简要总结本节课的要点 

本节课介绍了“义”“利”的含义，中传统义利观的发展历程和合理内核，重义商人的

事迹，传承与发扬科学义利观的三个要点等内容。希望大家在课下多加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能够深刻体会义利文化对经商的重要性，并能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妥善处理好义与利的关

系。 

【学生】总结回顾知识点 

总结知识点，

巩固印象 

作业布置 

（2 min）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1）阅读“什么是社会主义义利观“，并撰写读后感。 

（2）完成本章课后作业。 

【学生】完成课后任务 

通过课后作

业巩固所学知

识 

教学反思 
课堂整体进行顺利，且师生互动较为丰富，学生对相关知识掌握较好。对于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环节略

短。后面的教学应适当让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