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教
案 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制复习计划(通

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教案篇一

难点七年级道德与法治下册教材共有四个单元的内容，第一
单元共有六节内容，让学生懂得珍惜无价的青春；扬起自信
的风帆。第二单元共有四节内容，让学生懂得做情绪的主人。
第三单元共有六节内容，让学生学会在集体中成长。第四单
元共有四节内容，让学生懂得感受法律的尊严；让法律保护
我们成长。面对身边的诱惑要学会拒绝，懂得用法律来保护
自己。

复习措施1.认真钻研教材，备好课，上好每一节课，向45分
钟要质量。2.课堂上尽量使用多媒体以及直观教具，给学生
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3.做好作业、单元测试及讲评工作。
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4.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情趣，乐于并善于终身学习的过程，让学生
懂得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5.培养学生的自学级力思维能
力和分析概括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6.课后多加强
学生的重点知识的练习以常见题型为主延伸训练。

复习目标全体同学都能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形成良好的学
习风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的积极性，培养学生
学习道德与法治的兴趣，逐步形成学生良好的学习风气。期
末考试所任班级道德与法治测试成绩位居年级前列。



附：复习时间安排表

日期复习内容措施方法 

6.15

6.16第一单元青春时光 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
教师检查提问 

6.20

6.21第二单元做情绪情感的主人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
复习，教师检查提问 

6.22

6.23第三单元在集体中成长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
教师检查提问 

6.27

6.28第四单元走进法制天地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
教师检查提问 

6.29

6.30综合复习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教师检查提
问 文章

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教案篇二

七年级上册四个单元，包括：成长的节拍、友谊的天空、师
长情谊、生命的思考



七年级下册四个单元，包括：青春时光、做情绪情感的主人、
在集体中成长、走进法治天地

七年级上学期是进入初中的第一个学期，不仅学科突然增多，
知识难度也不断加大，因此，七年级上学期是小升初的过渡
期，要以适应为主。

七年级下学期面临着升学考试，下学期在适应初中学习生活
的基础上就要有所突破，无论是学习计划、学习方法、还是
学习习惯，都要有一定的改善。

到了期末，学科多、时间紧、任务重，对于《道德与法治》
虽然不能像语数外一样，每天都占很多时间，但是《道德与
法治》能够帮助我们增强道德观念、提升法制意识，而《道
德与法治》是需要理解记忆的学科，因此，每天都要花费一
点时间来巩固、背诵，加深印象。

1、强化基础

能够熟练掌握基础知识是学好初中《道德与法治》的关
键。“题在书外，理在书中”，强化能力的前提是强化基础。
具体到单元目录——课题目——框题目，然后在将各个知识
点进行系统整合，构建知识体系。这样下来，就可以让枯燥
无味的政治变得更加的直观，有助于提升记忆效率。

2、强化能力

强化能力包括提升答题技巧和解题能力，而解题能力包括审
清题干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根据审题的结果，建立起材料
和书本知识之间的联系，找准，找全答题所需要的知识点。
依据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抓实课本，夯牢基础，关注知识
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主体知识体系。在审题的过程中，我
们可以用铅笔在卷面上进行标注，画出关键词、关键句，这
样就能提高身体的注意力和准确性，有助于更好理解题干的



意思。

3、查漏补缺

想要让知识更加完善的为自己所用，就必须有更加完整的知
识体系。查漏补缺就能很好的将弱项知识进行强化，在复习
过程中，要经常问自己这几个问题：

1，我为什么没想到?(缺漏)

2，做过类似的题吗?(类比)

3，为什么是这样做?(深究)

4，我错在哪?(归因)

5，有何规律、方法?(提升)

6，还有别的方法吗?(发散)

由此，我们就能不断的进步、完善，让知识体系无懈可击。

4、注重细节

在复习过程中，学会处理细节是非常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
卷面是否清晰、字迹是否工整、标点符号是否正确这些看似
不起眼的“小事”，到真正考试的时候，都变成了影响分数的
“大事”。因此，在复习过程中就要注意细节问题。只有不
断的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期末考试中有更优异的发挥。

为了帮助大家找到制定复习计划的灵感，特举两个例子：

上学期：第17周第1、2、3单元

第18周第4单元



第19周综合练习及时政要闻

下学期：1月7日到11日背诵第三单元(6、7课)，检查默写，
做题，做单元测试题;

1月12日到14日第二单元(四、五课)背诵，默写;

1月15日到17日第一单元(一、二、三课)背诵，检查默写;

1月18日到26日做综合练习题，典型题目解析及答题方法讲
解;

1月27日到考试，查漏补缺复习回顾，重点突破。

通常情况下，初中期末考试都是安排在第20周左右，而期末
复习一般会在考前3周左右进行，也就是说不论上下学期，期
末复习于第17周左右开始，因此，同学们也要提前制定复习
计划，用实际行动来备战期末。

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教案篇三

难点七年级道德与法治下册教材共有四个单元的内容，第一
单元共有六节内容，让学生懂得珍惜无价的青春；扬起自信
的风帆。第二单元共有四节内容，让学生懂得做情绪的主人。
第三单元共有六节内容，让学生学会在集体中成长。第四单
元共有四节内容，让学生懂得感受法律的尊严；让法律保护
我们成长。面对身边的诱惑要学会拒绝，懂得用法律来保护
自己。

复习措施1.认真钻研教材，备好课，上好每一节课，向45分
钟要质量。2.课堂上尽量使用多媒体以及直观教具，给学生
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3.做好作业、单元测试及讲评工作。
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4.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情趣，乐于并善于终身学习的过程，让学生



懂得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5.培养学生的自学级力思维能
力和分析概括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6.课后多加强
学生的重点知识的练习以常见题型为主延伸训练。

复习目标全体同学都能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形成良好的学
习风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的积极性，培养学生
学习道德与法治的兴趣，逐步形成学生良好的学习风气。期
末考试所任班级道德与法治测试成绩位居年级前列。

附：复习时间安排表

日期复习内容措施方法

6.15

6.16第一单元青春时光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教
师检查提问

6.20

6.21第二单元做情绪情感的主人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
复习，教师检查提问

6.22

6.23第三单元在集体中成长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
教师检查提问

6.27

6.28第四单元走进法制天地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
教师检查提问

6.29



6.30综合复习教师整理归纳点拨学生自主复习，教师检查提
问文章

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教案篇四

一个学期又将结束，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达到完成
教学任务的目的，特制订如下复习计划:

期末要考试的内容是本学期所学的全册知识，内容多，复习
时间短。从班级学生平时课堂提问及检测情况看，学生基础
知识掌握不够扎实，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1、第1单元走进社会生活:第1、2课

2、第2单元遵守社会规则:第3、4、5课

3、第3单元勇担社会责任:第6、7课

4、第4单元维护国家利益:第8、9、10课

5、时政要闻

第一轮:基础知识复习阶段

(2)达标检测，査漏补缺。做单元练习，进一步巩固基础知识，
并通过精选材料题及问答题的练习，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第二轮:综合练习，运用提升阶段。

精选综合题，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整合，从中找出知识
点的内在联系，做到融会贯通、综合运用，使学生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复习中，做到抓两头促中间，对优秀生和边缘生提出较高要
求，适当布置些难度较大的习题，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根
据平时了解的学生情况，有针对性的做好双差生的思想工作，
帮助他们分析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办法，使他们的
能力得到最大发挥，对他们提出相应的学习要求，及时督促
他们完成任务并随时抽査、提问，让各层次学生都各有所获，
有所提高。

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教案篇五

七年级上册四个单元，包括：成长的节拍、友谊的天空、师
长情谊、生命的思考

七年级上学期是进入初中的第一个学期，不仅学科突然增多，
知识难度也不断加大，因此，七年级上学期是小升初的过渡
期，要以适应为主。

七年级下学期面临着升学考试，下学期在适应初中学习生活
的基础上就要有所突破，无论是学习计划、学习方法、还是
学习习惯，都要有一定的改善。

到了期末，学科多、时间紧、任务重，对于《道德与法治》
虽然不能像语数外一样，每天都占很多时间，但是《道德与
法治》能够帮助我们增强道德观念、提升法制意识，而《道
德与法治》是需要理解记忆的学科，因此，每天都要花费一
点时间来巩固、背诵，加深印象。

1、强化基础

能够熟练掌握基础知识是学好初中《道德与法治》的关
键。“题在书外，理在书中”，强化能力的前提是强化基础。
具体到单元目录——课题目——框题目，然后在将各个知识
点进行系统整合，构建知识体系。这样下来，就可以让枯燥
无味的政治变得更加的直观，有助于提升记忆效率。



2、强化能力

强化能力包括提升答题技巧和解题能力，而解题能力包括审
清题干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根据审题的结果，建立起材料
和书本知识之间的联系，找准，找全答题所需要的知识点。
依据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抓实课本，夯牢基础，关注知识
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主体知识体系。在审题的过程中，我
们可以用铅笔在卷面上进行标注，画出关键词、关键句，这
样就能提高身体的注意力和准确性，有助于更好理解题干的
意思。

3、查漏补缺

想要让知识更加完善的为自己所用，就必须有更加完整的知
识体系。查漏补缺就能很好的将弱项知识进行强化，在复习
过程中，要经常问自己这几个问题：

1，我为什么没想到?(缺漏)

2，做过类似的题吗?(类比)

3，为什么是这样做?(深究)

4，我错在哪?(归因)

5，有何规律、方法?(提升)

6，还有别的方法吗?(发散)

由此，我们就能不断的进步、完善，让知识体系无懈可击。

4、注重细节

在复习过程中，学会处理细节是非常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
卷面是否清晰、字迹是否工整、标点符号是否正确这些看似



不起眼的“小事”，到真正考试的时候，都变成了影响分数的
“大事”。因此，在复习过程中就要注意细节问题。只有不
断的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期末考试中有更优异的发挥。

为了帮助大家找到制定复习计划的灵感，特举两个例子：

上学期：第17周第1、2、3单元

第18周第4单元

第19周综合练习及时政要闻

1月12日到14日第二单元(四、五课)背诵，默写;

1月15日到17日第一单元(一、二、三课)背诵，检查默写;

1月18日到26日做综合练习题，典型题目解析及答题方法讲
解;

1月27日到考试，查漏补缺复习回顾，重点突破。

通常情况下，初中期末考试都是安排在第20周左右，而期末
复习一般会在考前3周左右进行，也就是说不论上下学期，期
末复习于第17周左右开始，因此，同学们也要提前制定复习
计划，用实际行动来备战期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