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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八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期末复习教案
教学课题 八下第一单元 坚持宪法至上

主备人  同备人     

任课教师  教学班级   

课时安排

知识与技能 知道人权的实质、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增强维护宪法的意识

过程与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教

学

目

标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尊重宪法，维护宪法，践行宪法

教学重点
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为什么要规范权利的运行、如何规范权利的

运行、为什么说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怎样增强宪法意识

教学难点 怎样增强宪法意识、如何规范权利运行

教学准备 复习资料，习题练习

教

学

过

程

1.我国的国家性质、根本制度。▲

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2.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2)党的性质、宗旨、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3)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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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

利益所系、命运所系。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3.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宪法法律之间的关系?△

①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

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③中国共产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4.我国宪法如何保障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表现在哪

些方面?)△

①国家性质方面:宪法确认我国的国家性质，明确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②经济制度方面: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

经济基础。

③政治制度方面: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明确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

基本途径和形式。

④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宪法规定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并规定实现公民基本权

利的保障措施。

⑤武装力量方面:宪法规定国家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

民服务。) 

5.我们怎样当家作主?(中学生怎样参与国家事务?)△

①我们要依法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担当起国家主

人应尽的责任。

②从现在做起，积极培养自己的参与意识，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家发展。

③努力学习，积极实践，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6.我国宪法是如何确立基本原则的。△△

A.宪法确认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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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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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经济基础。

C.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明确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途径和形式。

7.正确认识人权。

A.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B.①人权的主体非常广泛，既包括我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等。人权保护的

对象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

②宪法保护的人权内容也很广泛，既包括平等权和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也

包括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

8.如何理解“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①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B.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归根结底(目的)就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的权利。

9.国家为什么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

①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宪法原则。

B.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10.国家如何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①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做到严格规定公正

文明执法，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②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③国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制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民法制观念，形成全民守法的氛围和习惯，努力将人权理想变成现实。

11.宪法设置国家机构的意义?

①宪法通过组织国家机构，授予国家机构特定职权，明确国家机构的组成、

任期、工作方式等内容，使得国家权力的运行稳定有序。

②国家机构依据宪法行使权力，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12.国家机构是如何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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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国的国家机关。△ 

①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 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②行政机关:人民政府 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 

③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 最高监察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 

④审判机关:人民法院 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⑤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14.为什么要规范权力运行? (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①权力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造福于民;若被滥用，则会滋生腐败，贻害

无穷。

②规范国家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权利，这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

③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应当有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权限行使权力，也不能

滥用权力。

15.如何规范权力的运行？（怎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①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行使。

②权力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行使。

C.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得懈怠、推诿。

16.为什么要坚持依宪治国？▲

①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

②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

和法律效力;

④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⑤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17.为什么宪法是根本的活动准则？▲▲

①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

②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③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D.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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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为什么说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

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

和法律效益。

②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生活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③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其他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不

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

④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⑤宪法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

19.怎样加强和完善宪法监督？

①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使其更好

担负起宪法监督职责。

②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

力建设，加强 对宪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宪法权威。对于各种违反宪

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20.为什么要增强宪法意识? △△△

①有利于加强宪法监督。 

②有利于国家公职人员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③宪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一生都离不开宪法的保护。

21.为什么要加强宪法监督？△ 

①监督是权力正确行使的根本保证，不受监督的权力将导致腐败。（权

力行使需要接受监督的原因）

②为了保证国家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需要建立健全完备

的监督公权力行使的制度体系，在这一监督体系中，宪法监督制度具有

基础性意义。

③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我们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不断加强宪法监督

工作。

22.怎样增强宪法意识? ▲▲

A.国家层面：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等。

B.公民个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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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习宪法，积极参与宪法宣传活动。  

②认同宪法，理解并认同宪法的价值，增强对宪法的信服和尊崇。

③践行宪法，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坚决维护宪法权威。

【课堂练习】

1.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将“聚力

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摆在首位，从人权角度看，这是因为(　　)

①贫穷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　②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宪法原则　③我国开始将农民纳入人权保

障范围　④减贫行动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发展权的实现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我国“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

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近年来，我国每年减贫超千万人，创造了人类减贫史

上的奇迹。材料体现了我国(　　)

①促进协调发展，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②坚持共享理念，全面实现了现代化　③实现同步富裕，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　④尊重人权，保障公民发展权的实现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工作报告》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的这一要

求(　　)

A.说明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行政

B.有利于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大事

C.有利于依法规范国家权力运行[中国~@^*教&育出版网]

D.体现了《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最高法律地位

4.如图漫画着重说明(　　)

 

A.行使权力须规范

B.维护权利有程序

C.法无授权不可为

D.履行义务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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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图体现的是我国的哪一项制度？(　　)

A.基本政治制度 B.根本政治制度

C.基本经济制度 D.社会主义制度

6.2018 年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也迎来了第一个“宪法宣传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尊

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之所以要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是因为(　　)

①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　②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　③宪

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其他法律的总和　④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生活中的一般性问题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7.针对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强调，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遵循和把握立法规律，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之

所以要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是因为宪法(　　)

A.是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B.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到刑罚处罚

C.是所有法律的总和

D.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

8.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和监督。合宪性审查和监督，即审查法律、法规等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使其与宪法不抵触;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的违宪行为，追究其违宪责任。

这项工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规工作，合宪性审查和监督的目的是(　　)

①维护宪法权威　②确保执政为民　③保障公民权利　④捍卫司法公正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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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题 八下第二单元 理解权利与义务

主备人  同备人     

任课教师  教学班级   

课时安排

知识与技能 知道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过程与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教

学

目

标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

教学重点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教学难点 如何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

教学准备 复习资料，习题练习

教

学

过

程

一、【知识梳理】

1.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哪些? ▲

①政治权力: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和监督权

②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③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权利：财产权、劳动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文

化权利

④其他权利：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等。

重要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行使这项权利

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础。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最重

要的权利【补充笔记】

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途径有哪些？

①通过人大代表或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反映；

②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电话、走访等形式，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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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舆论监督。

④参加听证会、论证会。

2.公民如何依法行使权利?

①公民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

和权利。

②公民行使权利应依照法定程序，按照规定的活动方式、步骤和过程进行。

③公民权利受到损害，要依照法定程序维护权利。

3.维护权力的方式有哪些？△△      

和解、调解、仲裁、诉讼

4.公民的基本义务有哪些? ▲

①遵守宪法法律 

②维护国家利益

③依法服兵役

④依法纳税

⑤劳动和受教育的义务

⑥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和成年子

女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等。

5.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内涵。

①维护国家安全包括：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国家秘密不被

窃取、泄露和出卖，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

②维护国家荣誉包括：维护国家尊严不受侵犯，国家荣誉不受玷污。

③维护国家利益包括：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的利益。

6.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为什么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 

①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②公民既是合法权利的享有者，又是法定义务的承担者。

③公民的某些权利同时也是义务。例如劳动和受教育是基本权利也是义务。

7.如何正确对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①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二，任何公民既不能只享受权利也不应只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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