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八上思想品德教案(通用10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教版八上思想品德教案篇一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我要说课的框题是《我知我
家》。我打算从六个方面进行说课，它们分别是：说教学资
源、说教学目标、说教学重难点、说教法、说学法、说教学
过程这六个方面。

第一：说教学资源首先是对于教材的分析：《我知我家》是
人教版社八年级上册思想政治第一单元第一课的第一个框题，
本单元的主题是学会善于与父母沟通交往,在学生不断扩展的
社会生活中,家庭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领域,与家长的交往,更
是他们学习与其他人交往的基础,可以说,本框题的学习为下
面内容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
位置。其次就是对于学情的分析，初二的孩子普遍存在责任
感不强的情况，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认为在家庭中，父母所做
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对于在家庭中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认识
不足。因此我个人认为通过对《我知我家》这一框题的学习，
不仅会让学生加深对于家庭的情感上的了解，还有更深一层
次，那就是让学生明白自己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责任，懂得
理解自己的父母以及爱自己的家。

第二：说教学目标一.知识目标了解家庭关系、家庭关系确立
的情形和现代家庭结构的三个类型；了解家庭的相关功能；
了解自己在家庭中位置；二.能力目标增强辨证看待家庭中父
母与子女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感受家庭亲情的能力；在日常



生活中发扬自己良好的家风和传统的能力；三情感目标让学
生加深对于家庭的热爱、对于父母的热爱。

第三：说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学生对于“家”的理解；对
于家庭关系的确立的认识；教学难点：引导学生逐步的认
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是不可选择的”并明确知道自己在家
庭中的地位。

第四：说教学方法

3：集体讨论法：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和
分组讨论，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第五：说学法根据新课程的标准以及我所设计的教法，在教
学过程中，我主要选择了分析归纳法、自主探究法、总结反
思法这三种学法。希望能让学生真正做到从被动的学习转变
主动探索，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由学生自己来把握整个
学习过程的节奏。在把握知识的基础之上，培养应试能力、
以及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我要着重突出讲解的就
是我的教学过程。

第六：说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5-6分钟）我整个教学过程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是大约5-6分钟的新课导入。首先我会为学生播
放歌曲《大中国》，同时，在屏幕上显示各族人民大团结的
各种照片，先通过歌曲与图片为学生学习本课奠定情感基础。
而通过歌曲和图片的展示，我意图让学生知道中国是我们共
同的家，在家里各族人民是兄弟姐妹、是亲人，彼此之间有
亲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除了这个大家之外还有自己的小家，
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彼此之间就像一
颗大树上的枝与干相互牵连。接着我会设计小一个活动，让
每个学生绘制自己的亲情树，让学生从自己的家人开始了解
自己的家庭和家的含义。



（2）讲授新课活动一：我说我家（30-35分钟）我会先向学
生介绍自己的家庭，然后我会让学生从自己的家庭成员、家
庭特色等各个方面去介绍自己的家，从而引导学生了解家庭
结构的不同类型：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亲家庭、联合家
庭。本环节的设计意图在于帮助学生了解家庭结构，然后我
会总结一下，告诉学生，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结构，都不能
淡化家人之间的关系，父母永远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永
远是手足情深。虽然我们的家庭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建立的情
形不同，家庭结构有别，但一样的是:我们都有家人，都有亲
情。活动二：我爱我家我会给学生播放配乐诗《孩子，快抓
紧哈哈哈手》（汶川地震相关作品），告诉他们突如其来的
地震，让许多孩子失去父母，也让许多父母痛失孩子，刚才
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歌及音乐作品，就是网友为纪念在四川汶
川地震中逝去的小生命所作的。然后我会提出两个问题，第
一个问题：说说你从中体会到了父母们怎样的心情？第二个
问题：在孩子与哈哈哈对话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和约
定，是什么？（来生还要一起走）这个心愿真的能实现吗？
这个环节的设计，是想让学生领悟到，也许他们曾经和父母
有过争吵，有过意见分歧。也许他们曾抱怨过父母的诸多不
是，但所有的这些不快、不解、不满在最纯真的亲情面前，
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生命是父母给的，这种关系不可改
变，无法选择。与痛失亲人的同胞相比，我们是多么幸福和
幸运，亲人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
每天都能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何须等到来世？天下没有十
全十美的家庭，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换句话说，每一个
家庭都有自己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父母肯定有不少值得称道
地方。让我们用欣赏的眼光再次认识自己的家庭。活动三：
我家“趣事”大爆料这个环节我会让学生自己说出自己认为
自己父亲或母亲最值得他自豪的事.（让学生自由发言，把自
己家中的趣事同大家一起分享），通过这个很人性化的活动，
让学生更加深刻的明白，既然我们不能选择父母和家庭，我
们就应该学会接受、学会珍爱。当我们学会用“心”来看我
们的家、我们的父母时，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很优秀。



（3）知识小结，巩固升华（2-3分钟）我主要通过两个部分
来帮助学生进行课堂小结，一个是通过看板书回忆所学内容，
同时还准备了两道小练习来帮助学生进行操练，最后总结一
下，儿不嫌母丑，爱家要知家，爱父母要知父母，我们要发
扬良好家风，为家庭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做贡献。

（5）板书设计

我比较注重直观、系统的板书设计，还及时地体现教材中的
知识点，以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6）课后作业课外实践：写给爸爸哈哈哈一封信。

【我为什么要这样上课】

一、对教材内容的处理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知识的跨度、学生的认知水平，我
对教材内容有增有减。

二、教学策略的选用

（一）运用了模拟活动，强化学生的生活体验

教材这部分知识所对应的生活现象，学生具有了一定的生活
体验，但是缺乏对这种体验的深入思考。因此在进一步强化
这种体验的过程中进行了思考和认知，使知识从学生的生活
体验中来，从学生的思考探究中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
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现有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也
有助于实现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的交融。

（二）组织学生探究知识并形成新的知识

我从学生的生活体验入手，运用案例等形式创设情境呈现问
题，使学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在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主动构建知识。

在引导学生思考、体验问题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逐步学会
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做既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理解、
分析、概括、想象等创新思维能力，又有利于学生表达、动
手、协作等实践能力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力求实现
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并重，知识与能力并重的目标。

也正是由于这些认识来自于学生自身的体验，因此学生不
仅“懂”了，而且“信”了。从内心上认同这些观点，进而
能够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并融入到实
践活动中去，有助于实现知、行、信的统一。

结束：

各位领导、老师、学生们，本节课我根据初二年级学生的心
理特征及其认知规律，采用直观教学和活动探究的教学方法，
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的“导”立足于学生的
“学”，以学法为重心，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主动
地参与到知识形成的整个思维过程，力求使学生在积极、愉
快的课堂氛围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
效果。

我的说课完毕，谢谢大家。

人教版八上思想品德教案篇二

《行为与后果的关系》是苏人版教材第三单元第一个课题。
在此之前，学生们已经学习了第一第二单元，这为过度到本
课题的学习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因此，本课题的理论、知识
是学好以后课题的基础，它在整个教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

根据本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分析，结合着八年级学生他们的认



知结构及其心理特征，我制定了以下的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认识到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都会
产生一定的行为，体验到任何行为都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后果。

2.情感与价值观目标：感悟行为与后果的必然关系。懂得每
一种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理解行为不同产生的后果不
同的道理。体验选择行为时要考虑后果。

本着新课程标准，在吃透教材基础上，我确定了以下教学重
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行为与后果的关系

教学难点：在法律上，人的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

为了讲清教材的重难点，使学生能够达到本课题设定的教学
目标，我再从教法我学法上谈谈。

我们都知道思想品德是一门培养人的品德的重要学科。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知其然”，还要使学生“知
其所以然”。我们在以师生既为主体又为客体的原则下，展
现获取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

考虑到八年级学生的现状，我主要采取设置情景教学法，让
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使他们在活动中得到
认识和体验，产生践行的愿望。培养学生将课堂教学和自己
的经验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周边的客观事物，发
展思辩能力，注重滨心理状况。当然老师自身也是非常重要
的教学资源。教师本人应该通过课堂教学感染和激励学生，
调动起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解决实际问题的
渴望，并且要培养学生以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而达到最
佳的教学效果。基于本课题的特点，我主要采用了以下的教
学方法：



1.直观演示法：利用图片等手段进行直观演示，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2.活动探究法：引导学生通过创设情景等活动形式获取知识，
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的独立探索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培
养学生的自觉能力、思维能力、活动组织能力。

3.集体讨论法：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和
分组语境讨论，促使学生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团结
协作的精神。

由于本课题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已经
具有了直观的感受，可以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本并思考，例举
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有关的现象，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讨论，
然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有利于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对本框题知识的认
知更清晰、更深刻。

我们常说：“现代的文盲不是不懂字的人，而是没有掌握学
习方法的人”，因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学法的指导。
让学生从机械的“学答”向“学问”转变，从“学会”
向“会学”转变，成为学习的真正的主人。这节课在指导学
生的学习方法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思考评价法、分析归纳法、自主探究法、总结反思法。

最后我具体来谈谈这一堂课的教学过程。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注重突出重点，条理清晰，紧凑
合理，各项活动的安排也注重互动、交流，最大限度的调动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

案例导入:播放视频

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车祸?



过渡:从中我们会发现行为与后果是有密切关系的。

[探究平台]

（一）关于行为

阅读书p76海因茨的的故事,并根据要求进行分析。

1.如果你是海因茨，你是偷药还是不偷药，为什么？

这个故事最美好的结局是什么？并谈谈理由。

为了救妻子，海因茨还有其它更好的行为选择吗？（分组讨
论后回答）

过渡：海因茨的目的只有一个，但是他可能采取的行为是多
样的。

认真思考行为的分类：对照提示阅读课本p78第一段：

1.从有无意识的角度看：有意识、无意识；

2.从动机的角度看：善良、不道德；

3.从行为的性质看：合法、非法

4.从法律角度看：作为、不作为

不作为，就是指法律要求做而没有去做的行为，换句话说，
就是行为人有义务实施且可能实施而没有实施的行为，即当
为而不为，其实质就在于：应当履行而不履行。

举出三个生活中“不作为”的例子：

i.警察接警不出



ii.父母不抚养、教育子女

iii.医生见死不救

（二）关于后果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仅行为是多样而复杂，行为导致的后
果也是多样而复杂的。

[生活在线]一人闯红灯到底后果会多大？早7点40，湖塘武宜
路路口。路口东西向红灯闪烁时，一位行人打头，七八名行人
“殿后”，三两成群闯红灯过马路。违章者振振有词地表示：
不就闯了个红灯吗，车流间有空隙，利用空余资源，没什么
危险。可事实上，一个人闯红灯就会带动一群人效仿，车辆
慌忙避让，本来就超饱和的路口，经过这一耽搁，车辆排起
长龙，一条线上百余辆车停滞难行。

[探究]

行为可能的后果

闯红灯

随地吐痰

沉溺于电子游戏

……

[归纳]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会有行为。只要有行为就会
产生一定的后果，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会产生后果。
只是有些行为会产生预期的效果，有些行为带来的后果会出
乎人的意料；有些行为会产生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后果。而
有些行为则有损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有些行为的后果是显



而易见的，有些行为的后果可能不会直接表现出来；有些行
为的后果会随着行为的发生而发生，有些行为的后果则可能
在一段时间后产生。

（三）行为与后果的关系

播放视频

问：根据材料，谈谈行为与后果的关系应该有哪些？（书p79）

行为与后果具有一致性。有的行为会产生一个后果，而有些
行为则会产生多个后

果，甚至是连锁的后果。有行为就会有后果，不同的行为会
产生不同的后果。某

种后果一定是由某些行为引起的。有的后果是一个行为造成
的，而有的后果是由

多个行为造成的。

[情感升华]

过渡：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对一个集体、国家也是如此，请
列举一个集体（班级、学校）、国家采取的积极的行为，并
谈谈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后果。

（引导学生感受国家、集体积极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激发
学生关注社会、热爱祖国的情感）

集体国家

后果

[小结]



本节课我根据八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及其认知规律，采用直
观教学和活动探究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
体’，教师的“导”立足于学生的“学”，以学法为重心，
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主动地参与到知识形成的整个
思维过程，力求使学生在积极、愉快的课堂气氛中提高自己
的认识水平，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人教版八上思想品德教案篇三

各位评委、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的说课课题是“隐私和
隐私权”，我准备从教材、教法、学法和教学过程等几个方
面来说。

一、说教材

“隐私和隐私权”是人教版《思想品德》八年级下册第五
课“隐私受保护”中第一框题的内容。在此之前，学生已经
知道了人格尊严权中的几项具体权利，如名誉权、肖像权和
姓名权等方面的知识，懂得了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和他人
的人格尊严权利。通过本框的学习能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到人
格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也为下一课“尊重和维护隐私权”
做好铺垫。

二、说学情

八年级的学生独立意识发展，开始有了权利义务观念。逻辑
思维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对一些问题可以进行辩证地分析。
但在实际情况中，容易受到错误观念影响，存在认知偏差。
需要教师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引导。

三、说教学目标

期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能
够树立人格独立观念，具有隐私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崇尚



人性与个性。增强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

在能力方面，学生能够自主地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教材和
生活中的相关案例，正确判断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在知识方面，学生掌握隐私的含义，隐私权的内容。能够澄
清隐私即丑事的错误观念。知道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包括未
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予以明确的保护。

四、说教学重难点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理解隐私的含义，能够说出隐私权的内
容。教学难点在于让学生意识到保护隐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依据：学生在隐私权的认识方面，存在认知偏差。而且在学
生生活中，经常存在隐私权被侵犯的事实。

五、说教法

教学方法方面，主要采用讨论式教学和情境式教学。设置一
些侵害个人隐私的情境，然后让学生来推测、想象事件的结
果，最后教师进行归纳说明，从而唤起学生学习的需要和情
感的需要，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一种良好的心境
中学习。

六、说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分为三个环节。

1、导入

学生讨论、发言后，老师归纳导入：人人有隐私，人人享有
隐私权。

2、新授



在新课讲授中，我主要采取讨论、情境、体验等多种教学方
法并用的方式。

我分三个层次对隐私进行分析。首先引导学生对p46页的材料
进行阅读，对小红的做法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明小红是否应
该这样做，初步培养学生的隐私意识。

其次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隐私”两个字做一个解释，
对此，我还举了两个例子：第一，甲在偷东西，被乙发现，
乙报警，甲被抓获。乙是否侵犯了甲的隐私权。第二，甲父
母离婚，乙知道后大肆宣扬，乙是否侵犯了甲的隐私权。通
过讨论，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隐私的含义。并用多媒体显示：
构成隐私的两个要件，并说明“私”是隐私中的前提条件，
决定了隐私的范围。

最后在讲解“隐私”与“丑事”的关系时，我将学生分成两
组进行辩论，正方：隐私就是丑事;反方：隐私不是丑事。通
过学生的讨论、辨析，得出隐私的正确含义与内容，使学生
在情感上真正理解隐私的内涵。

对于保护隐私的必要性这一难点，我主要采取了情境式和体
验式教学的方法。如设置一些侵害个人隐私的情境，然后让
学生来推测、想象事件的结果。也可以引导学生列举一些自
己看到、听到、了解到和体验过的事例，谈谈如果这些行为
不受保护会怎样，保护这些行为有何好处，引出保护隐私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3、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懂得了每个人都有隐私，每个人都
有隐私权，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可以维护个人的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能够促进社会和谐，
维护社会安定。我们要逐步树立人格独立观念，具有隐私意
识，养成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增强依法维护隐私权的意识。



七、说板书设计

以下是本课的板书：

隐私和隐私权

一、人人有隐私

1.隐私的含义

“隐”，不为人所知或不愿为人所知的。

“私”，与公无关，私人之事。

2.隐私的内容

3.保护隐私的必要性

二、让自己心灵有个家的权利

1.隐私权

公民依法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保密的权利。

2.保护隐私权的意义

3.隐私权的具体内容

(1)私人生活安宁权

(2)私人信息的保密权

(3)私人通信的秘密权

(4)个人对其隐私的利用权



4.不得滥用隐私权

总之，对课堂的设计，我始终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育理念，以学法为中心，放手让学生自主去探索知
识突破课本课堂的束缚，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实
践运用能力。突破“一言堂”和“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尽量使课堂教学
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真正体现“生活教育化，教育生活
化”。要让学生在快乐中享受学习，在学习中享受快乐。

我说课的内容完毕。谢谢大家!

人教版八上思想品德教案篇四

《怎样与人相处》是人教版教材思想品德课八年级第二单元
第一个框题。在此之前，学生们已经学习了第一单元,这为过
渡到本框题的学习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因此，本框题在本单
元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地位。

本框题前面承接本教材的我了解自己了这部分内容，后面是
本教材的男生与女生、我与集体交往的内容等这部分内容，
所以学好这个框题为学好以后的知识打下牢固的基础，而且
它在整个教材中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框题是一些与
人交往的哲理，是以后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时必须遵
循的原则，是每一个人踏上社会学会更好地生存所必备的基
本条件、学学会生存并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

根据本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分析，结合着五年级学生他们的认
知结构及其心理特征，我制定了以下的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正确认识与人相处中的方式。

能力目标：学会正确运用宽容、友爱的心态，与同学、老师
和他人交往。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懂得宽容、与人为善是交往的品德，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个人有修养的体现，乐于宽容
待人，与人为善。

教学方法：活动法、讨论法

本着新课程标准，在吃透教材基础上，我确定了以下的教学
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难点：本课教学重点难点是怎样把握好与人相处中
的宽容与软弱、宽容与严格、为了讲清教材的重、难点，使
学生能够达到本框题设定的教学目标，我再从教法和学法上
谈谈：

我们都知道思想品德是一门培养人的实践能力的重要学科。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知其然”，还要使学生
“知其所以然”。我们在以师生既为主体，又为客体的原则
下，展现获取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方法的思维过程。

考虑到我校五年级学生的现状，我主要采取学生活动的教学
方法，让学生真正的参与活动，而且在活动中得到认识和体
验，产生实践的愿望。培养学生将课堂教学和自己的行动结
合起来，充分引导学生全面的看待发生在身边的现象，发展
思辩能力，注重学生的心理状况。

当然教师自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资源。教师本人应该通过
课堂教学感染和激励学生，充分调动起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激发学生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渴望，并且要培养学生以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同时也体现
了课改的精神。

基于本框题的特点，我主要采用了以下的教学方法：

1、直观演示法：



利用网上下载相关动画或图片等手段进行直观演示，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2、活动探究法

引导学生通过创设情景等活动形式获取知识，以学生为主体，
使学生的独立探索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思维能力、活动组织能力。

3、集体讨论法

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和分组讨论，促使
学生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的精神。

由于本框题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已经
具有了直观的感受，可以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本并思考，并例
举身边存在的一些有关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所出现的现象，
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讨论，然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正确的
结论。这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让学生对本框题知识的认知更清晰、更深刻。

我们常说：“现代的文盲不是不懂字的人，而是没有掌握学
习方法的人”，因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学法的指导。
让学生从机械的“学答”向“学问”转变，从“学会”
向“会学”转变，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这节课在指导学
生的学习方法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思考评价法、分析归纳法、自主探究法、总结反思法。

最后我具体来谈谈这一堂课的教学过程：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注重突出重点，条理清晰，紧凑
合理。各项活动的安排也注重互动、交流，最大限度的调动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



人教版八上思想品德教案篇五

知识与技能：领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了解换
位思考、与人为善的实质。

过程与方法：在生活、学习中能够换位思考、与人为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初步形成平等待人、宽容他人、尊重
他人、与人为善的良好品质。

情景导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非洲某个国家内。那个国
家的白人政府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不允许黑皮肤人进入
白人专用的公共场所。白人也不喜欢与黑人来往，认为他们
是低贱的种族，避之惟恐不及。

有一天，有个长发的白人姑娘在沙滩上日光浴，由于过度疲
劳。她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此时，她觉
得肚子饿，便走进沙滩附近的一家餐馆。

她推门而入，选了张靠窗的椅子坐下。她坐了约15分钟。没
有侍者前来招待她。她看着那些招待员都忙着侍候比她来得
还迟的顾客，对她则不屑一顾，她顿时怒气满腔，想走上前
去责问那些招待员。

当她站起身来，正想向前时，眼前有一面大镜子。她看着镜
中的自己，眼泪不由夺眶而出。原来，她已经被太阳晒黑了。
此时，她才真正体会到黑人被白人歧视的滋味!

知识详解



知识点1 如何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论语》中的一句话，意思是：
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在人际关系
中，要善解人意，对人持平等、尊重和友善的态度。采取什
么方式对待他人，先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是对方，
是否愿意受到这种对待。如果我们不愿意，那么我们就不能
以此对待别人。

关心他人、尊重他人、理解他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实质所在。如果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思
考问题，体验他人的情感世界，我们就能融洽、友善地与人
相处。

探究交流

教材第105页

问题的提出是通过我们反思生活中的某些错误行为，体会给
别人造成的伤害，来更好地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内涵。在我们的班级生活中，总有些人喜欢给别人起外号，
而很多外号都是带有讽刺和贬低的意味，使人的自尊心受到
很大的伤害。如果异地相处，也有同学就你的某一特征或缺
陷给你起外号，你会怎样想呢?所以，自己不愿意受到侮辱和
伤害，也就不应该去伤害别人。学会换位思考，以一颗善良
的心去体会别人的需要，不要因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终身的遗
憾。

答案：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能强加于人，因为将心比心，站在
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事，别人也不会喜
欢，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是一种专制行为，与“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内涵是相悖的。

自己喜欢的事也不能强加于人，因为人是有差异的，自己喜



欢的，未必是别人喜欢的。如果把自己喜欢的事强加于别人，
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从根本上讲也与“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内涵相悖。

知识点2 如何理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论语》中的一
句话，意思是：在谋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别
人生存与发展。我们不能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视他人的
存在，更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也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
人。

2.善待别人也是善待自己

一头驮着沉重货物的驴子，气喘吁吁地请求驮了相对少量货
物的马：“帮我驮一点东西吧。对你来说，这不算什么，可
对我来说，却可以减轻一些负担。”马不高兴地回答：“你
凭什么让我帮你驮东西，我正乐得轻松呢。”不久，驴子累
死了。主人将驴背上的所有货物全部加在马背上，马懊悔不
已。

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别人的好与坏都与我们息息相
关。别人的不幸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相反，在帮助别人、
善待别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知识点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质

关心他人、尊重他人、理解他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实质所在。

探究交流

教材第106页



同学疏远小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想得到别人的关照，应该如
何对待他人?

点拨 通过活动，帮助我们学会与人交往，处理好个人利益与
他人利益的关系。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一个只强调个人
的私利，而不去考虑其他人的利益，或者为实现自己的私利，
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的人，是不会得到大家的欢迎的，也很难
在一个集体中立足。人是社会的人，需要与人交往，这就要
求我们在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善于帮助别人
生存与发展，实现共享或共赢。

答案;小乔被疏远是因为她只顾自己，对其他同学都漠不关心。
想得到别人的关照，首先就应去关心、帮助别人。多考虑他
人的利益和需要，努力去满足他人的需要，才能赢得别人的
友谊，获得别人的真诚帮助。

知识点4 换位思考、与人为善的实质

换位思考、与人为善的实质，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即
想人所想、理解至上。

教材第107页

就“管鲍之交”谈谈你的看法。

点拨 通过“管鲍之交”的故事，帮助我们加深对谅解一词内
涵的理解。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友情被历代传颂，他们的友
谊是建立在真诚的理解与谅解之上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
并不明白对方在做些什么，但只要有一份信任和谅解，我们
就能够宽容和理解;也有些时候，别人在无意中伤害了我们，
只要不涉及原则性问题和大到辱没人格的错误，都是可以谅
解的。朋友之间更是如此，需要我们彼此多关心、多爱护、
多体谅、多理解、多宽容，只有这样，友谊之花才会开得更
艳。



答案：管仲与鲍叔牙的友情是建立在宽容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的，人难免犯错，如果我们能深入体察对方的内心世界，以
宽容的心去面对，去谅解对方，或许会意外地收获一份真挚
的友谊。因为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与谅解，而谅解更是一种
爱护，一种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