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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干货和私货 关注我就知道

初中思想品德《公民权利的广泛性》

初中思想品德《公民权利的广泛性》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课堂导入



教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确认并予以保障的

公民权利。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究竟享有哪些权利?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学习今天的新课：

公民权利的广泛性。

环节二：新课讲授

(一)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十分广泛

活动一：阅读田甜的故事及她的权利，思考田甜享受了哪些权利?这些权利对她有什么

益处?

教师总结：田甜享有姓名权、被抚养权、环境权、受教育权、著作权、荣誉权、建议

权、劳动报酬权、选举权等等。这些权利能够促进身心健康;能够加强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

学会寻找法律的保护;能够加强自己的主人翁意识等。

活动二：通过刚才的故事，同学们能否看出我国公民的权利有什么特点?

教师总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等

各个方面，公民都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我国公民的权利的特征是：广泛性。

(二)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教师：既然我国公民的权利如此广泛，那么大家知道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法来规定

的吗?

学生活动，教师总结：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书和保证书。我国的普通法律则依

据宪法进一步规定公民的具体权利。那么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可以大致分为哪几类?

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九种：(1)平等权;(2)政治权利和自由;(3)

宗教信仰和自由;(4)人身自由权;(5)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

检举权，取得赔偿权;(6)社会经济权利;(7)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8)妇女的权利，婚姻、

家庭、儿童和老人受国家保护;(9)侨、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环节三：巩固提高

出示案例：孤儿李某在政府的帮助下读完了中学。随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到部队当兵，

期间多次受到上级表扬。退役后，他当了个体运输户。由于认真守法，积极纳税，第二年就

被税务部门评为纳税先进工作者。后来他又带领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他的表现得到了

全体村民的好评，并当选为县人大代表。问题：李某依法享有了哪些权利?

教师总结：主要有受教育权、荣誉权、劳动权、被选举权等。

环节四：小结作业

小结：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我国公民的权利具有广泛性，同学们要学会珍

惜自己享有的权利。



作业：既然我国公民的权利是十分广泛的，是不是说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行使这些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请同学

们预习下节课内容《正确行使权利》。

板书设计

公民权利的广泛性

1.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十分广泛

2.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答辩题目解析：

1.请谈一谈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它与法律有什么关系?【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所谓公民权利，指的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并赋予公民享有的某种权益，这种权益受国家

保护，有物质保障，由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是公民最主要、最根本的权利，所以称之为

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书和保证书。我国的普通法律则依据宪法进一步规定公民

的具体权利。法律是保障权利的法宝，是维护权利最重要、最有效的保障。

2.请说一说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问题】

【参考答案】

根据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我设置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学生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增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感和作

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

【能力目标】

通过学生自主学习、交流研讨、感悟收获等方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分析能力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目标】

知道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知道宪法是公民权利的确认书和保证书，理解公民的

权利具有广泛性。



初中思想品德《在合作中竞争》

初中思想品德《在合作中竞争》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课堂导入

播放视频。在一家百货公司设立了一个咨询服务亭，当顾客买不到需要的商品时，就

可以到咨询服务亭咨询，相关人员就会引导他们到另外一家有该商品的百货公司购买。思考：

这家百货公司是如何看待合作与竞争的。

教师总结：用良好的合作创造竞争中的双赢，也就是在合作中竞争。引出课题。

环节二：新课讲授

(一)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小活动：夹球比赛——两人一组背对背夹住一个气球，不准用手帮忙，听老师口令开

始从教室后面跑到前面，看看哪组球不掉，用时最少。思考：获胜是竞争的结果，还是合作

的结果?

教师总结：竞争与合作是相互依存的，竞争离不开合作，合作有利于提高竞争能力。

(二)在合作中竞争的内涵

案例：公司在发展自己的业务时，要求员工有通力合作的精神，以树立良好的公司形

象，同时，员工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就是“在合作中竞争”。思考：案例中如何说明

在合作中竞争的内涵。

教师总结：团体的通力合作鼓励各个成员间相互竞争;成员间相互竞争促进团体竞争力

的提高。

(三)向竞争对手学习

思考：联系学生实践，分析在建立良好班级体中，如何处理同学间的竞争关系。

教师总结：要尊重对手，向竞争对手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

(四)不以成败论英雄

图片展示：考试后学生的表现，如此面对胜负。思考：如何看待图片中的同学?

教师总结：成功与失败是相对的。面对竞争的成功，我们应再接再厉，更进一步。面

对竞争的失败，我们不应彷徨苦闷，灰心丧气，而应总结经验，奋起直追。只有这样，才能

取得最后的胜利。

环节三：巩固提高

请同学们讨论并整理自己知道的关于“合作与竞争”的名言警句。全班分享。

环节四：小结作业

本节课主要学习了正确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尊重竞争对手，向竞争对手学习，在

竞争中互帮互学，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善于找准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敢于与他人竞争。

正确对待成功和失败。

作业：让学生分组走访一些企业，如工厂、公司、商店、银行等，了解他们在行业发

展过程中如何竞争与合作的，并整理调查结果，全班汇报交流。

板书设计

在合作中竞争

1.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2.在合作中竞争的内涵

3.向竞争对手学习

4.不以成败论英雄

答辩题目解析



1.谈谈你对“合作与竞争”关系的理解。【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合作与竞争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合作中竞争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团体的通力合作鼓励各个成员间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成员间相互竞争促进团体竞争力的提高。

我们学会在合作中竞争，才能达到充分地合作和合理地竞争。竞争与合作的和谐交融，

会使我们的集体更强大，使我们每个人更快地进步。

2.在本课教学中，你是如何贯彻初中思想品德新课程教学理念的?【教学实施问题】

【参考答案】

注重理性分析与感性体验相结合。一方面需要教师把诸如竞争、合作、良好的竞争意

识、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等问题分析透彻。在理解“合作中竞争”的内涵时，通过分析公司

案例让学生理解。通过我的提问“怎样在合作中竞争”让学生思考，理解竞争与合作;另一

方面，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在“向竞争对手学习”环节，让学生分析在建立良好班

级体中，如何处理同学间的竞争关系，与学校学习实际相结合。学生进行“夹球比赛”，让

学生在活动情境中交流与体验，避免纸上谈兵。

要注重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竞争与合作的问题是学生生活中很现实的问题。教学

中突出了“合作学习”的方法，让学生明白有关的道理，充分发动学生相互交流自己的感受

与体验，相互学习、集思广益。每一个学生对待竞争与合作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方式，

只有经过不断碰撞，方能达到最佳认识。让学生在碰撞、争论、分享、体验的基础上，体会

竞争与合作的内涵，从而增强竞争意识，增强合作意识，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高中思想政治《唯心主义》

高中思想政治《唯心主义》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课堂导入

在处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意识决定物质，我们就称之为

是唯心主义，那么唯心主义又有哪些基本形态呢?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唯心主义。

环节二：新课讲授

1.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含义

活动一：案例剖析

我们先看先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1.物是观念的集合。2.上帝支配着地球上的万事万

物。3.心外无物。4.存在就是被感知。5.我思故我在。

这五句话分别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老师总结：在唯心论中，唯心主义把意识视为世界的本原，但由于对意识有不同的理

解，因为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形态：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2.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

活动二：火眼金睛



主观唯心主义：请同学们先来看一组对话。王守仁问弟子：什么是天地的心?弟子说：

人是天地之心。王守仁问：什么是人的心?弟子说：只是一个灵明。

王守仁解释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

我的灵明，谁去仰他的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吉凶灾祥?

王守仁的这种观点属于什么观点的呢?——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客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跟主观唯心主义不同，客观唯心主义把客观精神，比如

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看作是世界的主宰和本原，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哲学客观精

神的外化和表现。

3.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辩证法的观点是：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

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

环节三：巩固提高

大家来看一个例子：比如一位同学这次考试考了 60 分，大家如何去评价他呢?是不是

就认为这位同学就不好呢?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位同学呢?

最后师生明确：在判断评判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时候，要坚持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

观点。

环节四：小结作业

课堂小结：唯心主义把意识视为世界的本原，由于对意识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两种基

本形态，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课后作业：请同学们搜集材料，分析哪些观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哪些观点属于客观

唯心主义。

板书设计

唯心主义

1.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含义

2.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

3.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答辩题目解析

1.谈一谈怎样理解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专业知识问

题】

【参考答案】

从思想观点上看，哲学上确实存在着“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

和形而上学。但从哲学派别上看，则只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而不是四军对垒，



因为在哲学史上，从来没有游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独立派别。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是同唯物主义相结合，就是同唯心主义相结合。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围绕着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

界的问题而形成的。它们的对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相结合的，

在历史上存在过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也存在过辩证的唯心主义;存在过形而上学的唯物主

义，也出现过辩证的唯物主义。既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合，又有

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

2.说一说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问题】

【参考答案】

【知识目标】

识记唯心主义的含义;理解相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的斗争仅具有从属的意义。

【能力目标】

学生初步具有识别不同哲学派别的能力，初步具有自觉运用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分析

和把握社会现象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哲学，各种不同的哲学总是在相互辩难中发展，我们

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自觉反对和批判唯心主义。



高中思想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

高中思想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环节一：课堂导入

复习导入：同学们，我们学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及地位”，下面老师找同

学们来回答。

小结：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由我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

环节二：新课讲授

(一)国体和政体的关系

思考一：看来，大家都已经掌握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及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属于我国的政体，政体和国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小结：国体决定政体，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的国体决定了与之相适应

的政体(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我国政体与不同国家政体的比较

1.情境问题：你知道当今世界其他国家采取怎样的政体?实行怎样的原则吗?

多媒体展示：美国、日本、德国的政体。

2.小组讨论，代表总结。

3.合作探究：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不同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以及权力运行的原则进

行分析和对比。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

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教师总结：(1)它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2)它动员了全体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3)

它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4)它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环节三：巩固提高

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你还有哪些疑点，请提出来，大家共同讨论，探究共享。

环节四：小结作业

小结：同学们，这节课我们通过与其他国家政体的比较，明白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优越性，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同学们要加强理解和记忆。

作业：请同学们围绕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写一篇小论文，下节课与同学们

一起分享交流。

板书设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

1.国体和政体的关系

2.我国政体与不同国家政体的比较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

答辩题目解析

1.我国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

的选择，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的;它动员

了全体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它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它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因此，我国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教学过程中你运用了什么教学方法?【教学实施问题】

【参考答案】

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运用了情境教学法和讨论法。

情境教学法指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以形象为主题的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具体

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情感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

展的教学方法。创设的情景一般包括生活展现的情境、图画再现的情境、实物演示的情境、

音乐渲染的情境等。在我国国体与其他国家国体就行比较学习时，我采用了情境法教学，分

别播放了美、英、日、德的政体，之后采用小组讨论的方法对其他国家的整体进行讨论，最

后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认识到我国政体的优势，因为该知识点属于难点，通过讲授法无法让

学生真正体会和认识到我国整体的优越性。

讨论法是开放式的教学方法，意在克服以死记硬背为特征的一切不利于学生主动性的

“封闭式”的教学方法。除了对“我国政体的优越性”进行讨论外，在巩固提高环节，让学

生提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疑点，大家一起讨论探索，运用了讨论法，将学生个体的独立

学习变为集体的学习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展鸿送福利】教师资格证面试网络课程免费送！

教资面试直通车： http://www.32xueyuan.com/live/info/365

【教资】2018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证面试通关培训课程

http://www.gwyks.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5355

PS:面授课程最低只要 980，包住宿，包住宿，包住宿！



浙江教师资格证考试群 6984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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