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表 一年
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优秀6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
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计划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
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表篇一

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生活性。

2、开放性。

3、活动性。

教材力求体现思想性原则、现实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活动
性原则。教材以主题单元形式展开，并重点突出以下特征：

1、从儿童真实生活出发，实现学科内容的整合。

2、强化教材的生活指导职能。一方面通过现实情境的捕捉和
再创造，让儿童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激发热爱生活的情
感；一方面通过引入儿童生活中的典型问题，鼓励儿童在探
寻问题解决方案过程中，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展示儿童多
样化得个性和丰富的智慧，培养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学情分析

本班学生20名，一年级的学生活泼好动，大多数学生尊敬师
长，对人有礼貌，热爱关心集体。但大多数同学都是独生子



女，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小毛病，部分学生对他人的尊敬、对
集体荣誉的珍惜趋于表面化，为了做给别人看，行动上缺乏
自主性，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意识狭隘。在新的学期应理论联
系实际，让学生思想不断提高，自觉行动，形成良好的习惯。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健康、安全的生活。

2、培养学生愉快、积极的生活。

3、培养学生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

4、培养学生动手动脑、有创意的生活。

5、初步建立规则意识，初步理解遵守规则、公平竞争的意义
与要求。

6、了解消防安全知识、基本交通规则，知晓常用公共服务电
话。初步了解自然，爱护动植物，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做
力所能及的事情。

教学措施

1、把每个学生的发展摆在第一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
他们多唱、多听、多动、多想、多说，在实践中获得学习的
愉悦和能力。

2、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泻，让他们在
鼓励和赞扬声中享受成功，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

3、创造性的使用教材，联系本地区儿童的实际，及时地把社
会中新的信息，科学技术新的成果，儿童生活中新的问题和
现象等收到课程中去，不断提高品德教育的针对性。



教学进度安排

周次、日期、教学内容、课时

第一周.12~2.17、我是中国人

第二周.20~2.24、瞧我这一家

第三周.27~3.3、家庭欢乐多

第四周、3.6~3.10、学做小主人

第五周、3.13~3.17、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第六周、3.20~3.24、牙齿怎么啦

第七周、3.27~4.1（6天）、坐立走的正确姿势

第八周、4.5~4.7（3天）、预防疾病有学问

第九周、4.10~4.14、用品人人离不开

第十周、4.17~4.21、学校设施用处大

第十一周、4.24~4.28、我是节约小能手

第十二周、5.2~5.5、爱护公物人人夸

第十三周、5.8~5.12、夏天到了

第十四周、5.15~5.19、我和星星打电话

第十五周、5.22~5.27（6天）、平安度过夏天

第十六周、5.31~6.2（3天）、开开心心过暑假



第十七周、6.5~6.9、复习

第十八周、6.12~6.16、复习

第十九周、6.19~6.23、期末考试

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表篇二

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忠诚实践新课
程，关注学生，关注道德与法治，提高学生的生活技能和生
活质量。

七年级学生正处在青春初期，有梦想也有挫折，有努力也有
困难。道德与法治教学一方面要为学生心扉“开锁”，伴随
学生平稳度过心理生理的“突变期”，另一方面要为学生筑
起防波堤，在法治社会里懂得有为和有所不为。学生刚开始
中学阶段的学习，要经过由不适应、较被动到适应而且主动
的时期。教学中要增加趣味性强、启发性大的故事，引导学
生讲身边的故事，认识做人处事的原则，遵纪守法。要采取
措施来活跃课堂，运用各种有效教学技能，体现“自主、合
作、探究”的思想。

本期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道德与法治》教材七年级上册。
该教材是新修订完成的教材，今年起开始使用。它落实中共
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突出法治，引导学生在法治
社会里生活和成长。教材关注学生生活状况，关注学生内心
世界的真实情感体验，关注学生生活范围、深度的拓展，要
求学生把自我逐步融入开阔的社会生活之中。教材图文并茂，
叙述简明，论证扼要，故事贴近生活。教材符合新课程标准
的理念，足见组编的功力。

本期教学任务

第一单元成长的节拍：我们开始初中阶段的学习。从这个起



点开始，我们将认识新的老师和同学，学习和生活会发生一
些变化，在我们的成长中留下深深的印记。我们要使中学生
活过得丰富多彩、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第二单元友谊的天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友谊，友谊与成长
同行。我们要多交益友和诤友，不交损友，遵守网上交友的
规则，让友谊之树长青。

第三单元师长情谊：老师和父母是我们成长中重要的见证者
和陪伴者。我们要以真诚的态度，作出应有的努力，建立起
和谐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

第四单元生命的思考：生命是一个严肃的课题。生命的意义、
生命之间的联系究竟怎样，这需要我们去体验，去探索，去
创造，在生活中立志与坚守、尽责与奉献，用自己的行动书
写一份出色的人生答卷。

本期教学目标

通过本期教学，让学生学会适应中学生活，学会与朋友、与
老师和家人交往，初步认识生命意义，学会接受和遵循公共
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

本期约为18周，思想品德课每周2节，总课时为36节。

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表篇三

《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性质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
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的生活型综合课程。

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生活性。



2、开放性。

3、活动性。

教材力求体现思想性原则、现实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活动
性原则。教材以主题单元形式展开，并重点突出以下特征：

1、从儿童真实生活出发，实现学科内容的整合。

2、强化教材的生活指导职能。一方面通过现实情境的捕捉和
再创造，让儿童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激发热爱生活的情
感；一方面通过引入儿童生活中的典型问题，鼓励儿童在探
寻问题解决方案过程中，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展示儿童多
样化得个性和丰富的智慧，培养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学情分析

本班学生20名，一年级的学生活泼好动，大多数学生尊敬师
长，对人有礼貌，热爱关心集体。但大多数同学都是独生子
女，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小毛病，部分学生对他人的尊敬、对
集体荣誉的珍惜趋于表面化，为了做给别人看，行动上缺乏
自主性，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意识狭隘。在新的学期应理论联
系实际，让学生思想不断提高，自觉行动，形成良好的习惯。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健康、安全的生活。

2、培养学生愉快、积极的生活。

3、培养学生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

4、培养学生动手动脑、有创意的生活。

5、初步建立规则意识，初步理解遵守规则、公平竞争的意义



与要求。

6、了解消防安全知识、基本交通规则，知晓常用公共服务电
话。初步了解自然，爱护动植物，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做
力所能及的事情。

教学措施

1、把每个学生的发展摆在第一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让他们多唱、多听、多动、多想、多说，在实践中获得学习
的愉悦和能力。

2、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泻，让他们在
鼓励和赞扬声中享受成功，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

3、创造性的使用教材，联系本地区儿童的实际，及时地把社
会中新的信息，科学技术新的成果，儿童生活中新的问题和
现象等收到课程中去，不断提高品德教育的针对性。

附：教学进度安排

周次、日期、教学内容、课时

第一周、2.12—2.17、我是中国人、2

第二周、2.20—2.24、瞧我这一家、2

第三周、2.27—3.3、家庭欢乐多、2

第四周、3.6—3.10、学做小主人、2

第五周、3.13—3.17、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2

第六周、3.20—3.24、牙齿怎么啦、2



第七周、3.27—4.1（6天）、坐立走的正确姿势、2

第八周、4.5—4.7（3天）、预防疾病有学问、2

第九周、4.10—4.14、用品人人离不开、2

第十周、4.17—4.21、学校设施用处大、2

第十一周、4.24—4.28、我是节约小能手、2

第十二周、5.2—5.5、爱护公物人人夸、2

第十三周、5.8—5.12、夏天到了、2

第十四周、5.15—5.19、我和星星打电话、3

第十五周、5.22—5.27（6天）、平安度过夏天、2

第十六周、5.31—6.2（3天）、开开心心过暑假、2

第十七周、6.5—6.9、复习、2

第十八周、6.12—6.16、复习、2

第十九周、6.19—6.23、期末考试、2

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表篇四

1、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培养学生进取积极的学习态度

第二单元：学校生活真快乐

1、帮助学生熟悉和适应学校生活。



2、让学生意识到在校园里要讲礼貌、守秩序，遵守学校生活
常规。

3、让学生体验学校生活带来的乐趣，喜欢上学。

第三单元：自救自护我能行

1、体验四季生活的快乐，增强体质，锻炼意志。

2、主动观察、发现生活中的危险，注意远离危险，规避风险。
第四单元：温暖你我他

1、让学生初步认识到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责任，要学会自理，
还应该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让学生认识到在学校在家一个
样，诚实、有礼貌，能为家庭带来欢乐。

2、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养成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的行
为习惯。通过学习做不会做的事情，培养学生做事用心、不
怕困难、持之以恒的品质。

3.、让学生体会到父母长辈对自己的关爱，体会家庭生活的
幸福;能用自己的方式孝亲敬长，向长辈表达自己的爱、自己
的心意，从而学会感谢他人、关爱他人。

五、教学措施

1、通过深入浅出的、道德的、科学的、生活的启蒙教育，引
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习做人。

2、努力创设适宜的活动环境与条件，灵活多样地运用教学活
动和组织形式，结合实际地培养儿童的品德儿童的好奇心，
引导儿童探索的欲望。

3、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联系本地区和儿童的实际，及时地把
社会中新的信息，科学技术新的`成果，儿童生活中新的问题



和现象等收到课程中去，不断提高品德教育的针对性，突破
性。

六、教学时间安排

第一周餐桌上的学问

第三周爱清洁讲卫生

第四周做事不拖拉

第五周过好每一天

第七周我进步我高兴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第十六周

第十七周



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表篇五

本班本学期共有学生10人，其中男生4人，女生6人。孩子们
在教师的引导下，已经比较深入地接触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感
兴趣的话题，加深了他们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认识和
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养成了较好的行为习惯，形成了一定的
是非观。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等都得到了较大
的发展。但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当中还有许多不良的成分需
要教师做进一步的引导，使他们沿着健康的道路一步一步前
进。

该教材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全日制义务教育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精神编写，教材具有综合性、开放性、
情感性等特点。增强了教科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形式活泼，
富有童趣，使教材更具有亲和力。

本册教材共有五个单元，每个单元下设了3—5个主题，各单
元体例结构如下：

主题文字：引出一个话题或对某个话题进行提升，一般是该
主题主要思想和观点。

提示语：一般作为对某个话题的的拓展，引导学生思考或开
展相应的活动。

旁白：作为和学生对话、沟通的主持人，有时为前后内容起
传承作用，有时为学生提高一种思考方向或揭示某个观点，
有时向学生提出问题。作用相对灵活。

情境对话：一般是经过锤炼的真实生活的再现，帮助学生对
自己得生活经验进行反思和整理，深入地感受自己、感受他
人。

照片：真实地呈现社会现实，包括学生的活动场面。帮助学



生开阔视野、丰富认知、加深体验、开展活动等。

图标：包括“活动、交流、小资料”等，引导多样化的学习
活动，启发学生调查、体验、讨论、探究、阅读、制作、搜
集整理信息等。

学生作品：有时是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案例，有时是体现学
习过程、呈现学习成果，使学生产生亲切感，增强其沟通与
表达的欲望。

空白框：启发学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生活的体验，记
录自己的学习成果，引导他们成为学习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和
创造者。

1、上课时对学困生多加注意，有针对性地提问，找到他们学
习上的难点，予以解决。

2、根据学生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双
方一起努力，提高学生品德意识。

第一单元：让心灵比天空更博大（8课时）

第二单元：我们都有发言权（8课时）

第三单元：乡村新发现（6课时）

第四单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6课时）

第五单元：我们都是炎黄子孙（8课时）

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学计划表篇六

七年级道德与法治下册教学计划



解决体中成长、走近法治天地等四方面的内容，但是基本上
都是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的一种感性接触。随着学生生活的
扩展，这些内容在后面更多学习---好资料的教材中也都会得
到扩展。青春时光方面：涉及三课内容。青春的邀约（悄悄
变化的我、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青春的心弦（男生女生、
青春的萌动）、青春的证明（青春飞扬、青春有格）情感的
主人方面：

做情绪

授课进度周次

第二单元单元（章）第一单元

授

课

内

容

《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

《青春萌动》《青春飞扬》

《男生女生》复习及检测《青春有格》

第一单元复习及月考

《青春的情绪》

《情绪的管理》

《我们的情感世界》《在品味情感中成长》



第三单元《集体生活邀请我》

《单音与和声》

《集体生活成就我》《节奏与旋律》

2 2 2 2 2 2 2 2 2 2

《憧憬美好集体》《我与集体共成长》第三单元复习及月考

第四单元

《生活需要法律》《法律为我们护航》

《法律保障生活》《我们与法律同行》

期末复习期末复习期末考试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