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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复习全册知识点归纳整理 

第一单元 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 

一、 知识点及解析。 

1. 自主选择是我们的权利， 也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发展的能力。 随

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 经验的增多， 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了自己的看

法。 我们也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做出自己的决定， 特别是希望

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课余生活。【自主选择课余生活是我们的权利】 

2. 面对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惑， 需要

我们开动脑筋，合理选择。 例如不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选择与学校

活动安排的冲突。【合理选择】 

3. 在自主选择中， 我们需要听取父母的意见， 也要从自己的实际

情况出发， 选择一些锻炼和成长的机会。【需要听取父母的意见， 也

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4. 学校开展的跳绳、 拔河、 合唱、 剪纸、 书法、 植物栽培和机

器人制作等活动，是我们校内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家人一

起购物、 游玩、 读书或做家务， 

和同学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 是我们校外课余生活的丰富内容。

【校内课余生活与校外课余生活】 

5. 丰富的课余生活， 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 提高动手能力， 培养

创新意识； 让我们有机会与不同的人交流，学会合作， 体会亲情的

温暖，友谊的宝贵，学习待人接物的文明礼仪； 能激发我们爱家乡， 



爱祖国的情感， 体现我们作为社会小主人的责任与担当。【丰富课余

生活的收获】 

6. 课余生活中，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这些活动能够

激起求知欲望，磨砺意志， 开发潜能， 陶冶情操， 促进自我发展。

【感兴趣的课余生活】 

7. 起初， 我们对有的课余生活不一定感兴趣。 但是， 它有意义、 

有价值， 能带给人关爱、 快乐和温暖， 能培养我们服务他人、 服

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不感兴趣的课余生活】 

8. 合理规划课余生活， 要做到个体活动与群体活动相结合、 室内

活动与室外活动互补， 处理好课内学习与课余生活的关系。 为了达

到预期目 标， 我们可以制定详细的计划， 还可以请长辈监督。【怎

样合理规划课余生活】 

9. 课余生活中， 我们的言谈举止应该符合小学生的行为规范。 注

意文明礼貌， 尊重他人， 遵守活动规则， 这些都是基本要求。【课

余生活中注意事项】 

10. 总之， 当我么自主选择课余生活时， 既要注重个人的兴趣和爱

好， 又要注重活动的意义和价值， 让课余生活促进我们健康成长。

【选择课余生活的原则】 

11. 我们生活在班级、 学校、 社区中， 希望自己得到群体和他人

的认同与接纳。但是， 不同的成长环境会使人们在行为习惯、 生活

方式、看待问题的立场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某些问题可能有

不同的看法。【对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原因】 



12. 有不同看法时， 只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考虑他人， 就容易产生

矛盾和冲突。理性对待分歧， 会让我们有合情合理的看法思考。【正

确看待不同看法】 

13. 对于不同看法， 采取“简单拒绝” 或“一味接受” 的态度都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真诚坦率的沟通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 促进和

谐。【不同看法， 怎么办】 

14. 交流中产生分歧时， 我们可以理解他人的心态， 平和、冷静、 

友好地与对方交流。 这样我们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长， 

收获友谊。【交流中产生分歧怎么办】 

15. 在交流中， 如果总是试图改变他人， 会给自己和他人制造许多

烦恼。 如果总是抱怨他人不合作， 却从未想过他人持不同意见的原

因， 就难以进行正常的交往。尊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 也是尊重自

己。【交流， 不改变， 不抱怨】 

16. 与人沟通， 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沉默不语可能失去沟通的

机会。 双方只有在准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了解对方意见的基础上， 

才可能进一步沟通。【与人沟通方法一： 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17. 与人沟通， 还要学会倾听。 这样做既是良好修养的体现， 也

能让我们准确理解和领会对方的想法和目的。【与人沟通方法二： 学

会倾听】 

18. 与人沟通， 即使未能达成共识， 也不要相互指责。 我们可以

结合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给对方充分解释的机会。【与人沟通方法三： 

不要相互指责】 



19. 随着社会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展， 我们会受到烟酒的诱惑。 吸烟

与饮酒会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 只有认清危害， 主动拒绝， 学会

自我保护， 我们才能健康地成长。【怎样抵御烟酒的诱惑】 

20. 吸烟、 喝酒不仅直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还能引发不良行为， 

甚至导致违法犯罪。【吸烟与饮酒的危害】 

21. 毒品犹如毒蛇，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吸毒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

和意志， 破坏家庭的幸福， 危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败坏社

会风气， 甚至威胁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吸毒的危害】 

22. 我们正处在“想独立”“渴望成熟” 的心理发育时期， 对新鲜

事物充满好奇，凡事都想试一试， 但是绝对不能去尝试对我们有危

害的行为。【绝不能去尝试对我们有危害的行为】 

23. 我们年龄尚小， 知识不足， 自制力不强， 生活经验欠缺， 这

些会影响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对于沾染不良嗜好的人， 我们不能

接受他们的怂恿和影响， 应该坚决抵制“吸毒时尚” 等错误的观念。

【坚决抵制“吸毒时尚” 等错误的观念】 

24. 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 首先要提高防范意识。 意识不到有危

险才是最大的危险。 让我们远离“第一支烟、 第一口酒、 第一次

毒”。【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做法一： 首先提高防范意识】 

25. 要远离可能对我们产生危害的地方。 坚决不去不适宜未成年人

入出的场所，如酒吧、 网吧、 歌厅等， 这就给自己的安全增加了

保障。【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做法二： 远离可能对我们产生危害的

地方】 



26. 要学会拒绝和求助。 如果有人劝我们吸烟、 喝酒、 吸毒， 我

们要勇敢、 坚决地说“不”； 如果我们对事情的危险性判断不清， 就

要及时寻求家长或老师的帮助。【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做法三： 学

会拒绝和求助】 

27. 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 关键在我们自己。 要增强防范意识， 养

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 主动拒绝烟酒， 

坚决抵制毒品， 是我们健康生活、 成长的保障， 也是对自己、 家

庭和社会负责的表现。【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做法四： 关键在我们

自己】 

二、 简单题。 

1. 你是如何选择课余生活的？ 如果你的选择和父母意见不一致， 

你会怎么办？ 

（1） 自主选择是我们的权利， 也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发展的能力。 

（2） 面对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惑， 需

要我们开动脑筋， 合理选择。 

（3） 在自主选择中， 我们需要听取父母的意见， 也要从自己的实

际情况出发，选择一些锻炼和成长的机会。 

2. 举例说说我们的校内课余生活和校外课余生活。 

（1） 学校开展的跳绳、 拔河、 合唱、 剪纸、 书法、 植物栽培

和机器人制作等活动， 是我们校内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 和

家人一起购物、 游玩、 读书或做家务， 和同学一起参加社会公益

活动等， 是我们校外课余生活的丰富内容。 



3. 丰富的课余生活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收获？ 

（1） 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 提高动手能力， 培养创新意识； （2） 

让我们有机会与不同的人交流， 学会合作， 体会亲情的温暖， 友

谊的宝贵，学习待人接物的文明礼仪； （3） 能激发我们爱家乡， 爱

祖国的情感， 体现我们作为社会小主人的责任与担当。 

4. 怎样合理规划课余生活？ 

要做到个体活动与群体活动相结合、 室内活动与室外活动互补， 处

理好课内学习与课余生活的关系。 为了达到预期目 标， 我们可以

制定详细的计划， 还可以请长辈监督。 

5. 怎样做才能过好课余生活？ 

（1） 既要注重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又要注重活动的意义和价值；

（2） 合理规划课余生活； （3） 课余生活中，我们的言谈举止应

该符合小学生的行为规范。 注意文明礼貌， 尊重他人， 遵守活动

规则， 这些都是基本要求。 

6. 对某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的原因？ 

不同的成长环境会使人们在行为习惯、 生活方式、 看待问题的立场

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某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7. 有不同的看法， 怎么办？ 

（1） 要正确看待； （2） 要真诚坦率的沟通。 

8. 交流中产生分歧怎么办？ 

（1） 平和、 冷静、 友好地与对方交流； （2） 尊重他人与自己

的不同。 



9. 与人沟通有哪些方法？ 

（1） 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沉默不语可能失去沟通的机会； （2） 

还要学会倾听； （3） 即使未能达成共识， 也不要相互指责。 

10. 吸烟、 喝酒有哪些危害？ 

不仅直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还能引发不良行为， 甚至导致违法

犯罪。 

11. 毒品有哪些危害？ 

毒品犹如毒蛇，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吸毒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和意

志， 破坏家庭幸福， 危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败坏社会风气， 

甚至威胁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12. 怎样远离烟酒， 拒绝毒品？ 

（1） 首先要提高防范意识。（2） 要远离可能对我们产生危害的地

方。（3） 要学会拒绝和求助。（4） 关键在我们自己。 要增强防范

意识， 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 主动

拒绝烟酒， 坚决抵制毒品。 

第二单元 我们是班级的主人 

一、 知识点及解析 

（1） 班委会的职责。 

1. 班委会承担着班级建设中的很多日常工作， 并负责组织参加学校

的一些活动，为班级和同学服务。【职责】 

2. 班委会由班委会委员组成。 他们根据分工， 各司其职， 开展工

作， 共同承担责任。 同时， 各班委之间相互协作， 形成合力， 与



同学们一起推动班级进步。【班委如何履职】 

3. 班委会要协助老师承担一些班级管理工作。 这些工作不仅要班委

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更需要他们热爱集体， 有为同学、 为班级服

务的意识和奉献精神。 无论是选举他人当班委， 还是自己去竞选班

委， 我们都要对不同岗位的要求有充分的认识。【担任班委的要求】 

（2） 班委选举有程序。 

4. 班委会一般由民主选举产生。 班级民主选举的方式多种多样， 可

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选举方式。【班委产生方式】 

5.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选举方法， 都要尊重同学们的选择， 遵循一

定的程序， 保障大家的权利。【班委选举遵循一定的程序】 

6. 班委会选举时， 每个同学都要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 认真投出

一票， 选出愿意为班级服务的同学。【珍惜选举权利】 

（3） 班级建设人人有责。 

7. 班级建设不仅需要班委尽职尽责， 也需要班级其他同学发挥主人

翁精神。 我们每个人都要热情参与班级事务， 贡献智慧， 发挥特

长。 这样， 班级工作才能开展得有声有色。【班级建设人人有责】 

8. 做好班级工作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需要有坚持到底

的意志和毅 

力， 需要有勇于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一定的协调能力。 这样， 我们

才能与班级共同成长。【做好班级工作的要求】 

9. 在责任担当中， 我们可以发挥主动性， 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学

会参与班级事务。【如何担当责任】（4） 班级事务共商定。 



10. 班委会在班级日常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班级重大事

务的决策， 要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集中各方意见， 

达成共识， 形成班级的共同行动方案。【班级事务共商定】 

11. 在决定班级事务时， 要遵循一定程序， 这是民主决策的重要保

证。【决定班级事务遵循一定程序】 

12. 民主讨论能为班级创设宽松、 和谐的氛围， 让每个人都能畅所

欲言， 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也逐渐成长。

【民主讨论的好处】（5） 决定班级事务有原则。 

13. 讨论和决定班级事务， 需要坚持公平公正。 班级要给每个同学

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每个同学要认真倾听并尊重他人的意见。 

【原则一： 坚持公平公正】 

14. 讨论和决定班级事务， 应该坚持公开透明。 让所有同学了解所

讨论的事情，引导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充分发表意见， 讨论的结果

要及时公开。 这样才能保证班级事务的决定过程处于全班同学的监

督之下， 有利于推动班级工作的健康运行。【原则二： 坚持公开透

明】 

15. 讨论和决定班级事务， 应该坚持协商合作。 班级成员相互沟通、 

理解和尊重，这样才能集中大家的智慧达成共识。【原则三： 坚持协

商合作】 

（6） 共同的决定要落实。 

16. 班级成员集体形成的最终决定在班级中具有约束力。 每个成员

都要遵守共同的决定， 并落实在行动中。【共同的决定要落实】 



17. 班级的共同决定是面向班级全体成员的。 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 

不应存在享有“特权” 的同学。 执行标准要一致、 稳定， 任何人

不能任意改动。【执行班级共同决定的要求】 

18. 班级决定公布后， 一些同学如果有意见， 可以向班级提出。 在

作出新的决定前， 仍要执行班级原有的决定。【有意见可提出， 原

决定任执行】 

19. 执行班级共同决定遇到困难时， 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协商解

决。 出现问题需要适当调整时， 应该尽可能采纳同学们的建议。 

【遇困难， 互帮助， 协商解决】 

20. 面对班级协商中出现的问题和需求， 还可以通过向老师以及相

关专业机构的人员请教等多种途径协助解决。【多种途径协助解决】 

21. 从共同协商到通过多种途径解决问题， 我们变得越来越理性。 

如果每个同学都对班级建设抱有一颗负责任的心， 勇于承担自己的

责任， 班级工作就会不断改进， 同学关系就会更加融洽。 

【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家园 

一、 知识点及解析 

（1） 我们神圣的国土。 

1. 我国领土辽阔广大， 总面积约 960 万平方千米， 居世界第 3 

位。【国土面积】 

2. 我国现有 23 个省， 5 个自治区， 4 个直辖市和 2 个特别行政

区。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行政区划及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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