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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 

                   第一单元 : 青春时光 

                     第一课青春的邀约 

第 1 课时:悄悄变化的我 

    1、伴随看身体外形的明显变化，我们开始进入青春期。青春期是人一

生中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 

    2、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带给我们旺盛的生命力，使我们的身体充满能量。 

    3、处于青春期的我们，往往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表。有时，一些正常的

生理现象也可能给我们带来烦恼。 

    4、在追求形体、仪表等外在美的同时，也要提高品德和文化修养，体

现青春的内在美。 

    5、青春期的矛盾心理有时让我们烦恼，但也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契机。 

    6、青春期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变化? 

    我们的身体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身体外形的变化，内部器官的

完善，性机能的成熟。 

    7、如何正确对待青春期生理变化? 

   (1)我们要正视身体的变化，欣然接受青春花蕾的绽放； 

   (2)不因自己的生理变化而自卑，是我们对自己的尊重； 

   (3)不嘲弄同伴的生理变化，是我们对同伴的尊重。 

    8、如何正确处理青春期的矛盾心理? 

   (1)可以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的温暖中放松自己； 

   (2)可以通过求助他人，学习化解烦恼的方法；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全册 --第1页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全册 --第1页



 2 / 21 
 

   (3)可以通过培养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接纳和调适青春期的矛盾心理； 

   (4)可以学习自我调节，成为自己的“心理保健医生”。 

第 2 课时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 

    1、生理发育是青春成长的重要信号，与之相随的还有思想和精神方

面的变化。思想使我们强大。 

    2、我们的思维逐渐具有独立性、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 

    3、在我们的成长中，与思维的独立性相伴随的是思维的批判性，在

学习中，我们需要批判的精神和勇气。 

    4、青春凝聚着动人的活力，蕴含着伟大的创造力，为我们的成长带

来无限可能。 

    5、青春的创造是多染多彩的，创造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存

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6、创造离不开实践。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都离不开劳动和

创造。青春的创造意味着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尝试、探索、实践，通过

劳动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7、如何理解思维的独立? 

    思维的独立并不等同于一味追求独特，而是意味着不人云亦云，有自

己独到的见解，同时接纳他人合理、正确的意见。 

    8、思维的批判性有什么表现? 

   (1)表现在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 

   (2)敢于表达不同观点； 

   (3)敢于对不合理的事情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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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敢于向权威挑战。 

    9、思维的批判性有什么作用? 

   (1)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探索解

决方案； 

   (2)能调动我们的经验； 

  （3)激发我们新的学习动机； 

   (4)促使我们解决问题，改进现状。 

    10、如何进行批判? 

   (1)要有质疑的勇气，有表达自己观点、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能力。 

  （2）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知道怎样的批判更容易被人接受，更有利于

解决问题。 

    11、社会实践有什么意义? 

社会共践是创造的源泉。给了我们广阔的创造空间，激发我们创造的热情。 

 第二课青春的心弦 

第 1 课时男生女生 

    1、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男生女生在性格特征、兴趣爱好、思维方式

等方面，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2、在社会中，人们对性别的认识通常会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有

时我们也会这样认识自己，认识身边的同学、朋友。  

    3、男生女生各自拥有自身的性别优势，欣赛对万的优势。有助于我们

不断完善自己。 

    4、不同性别的个体虽然有差别。但是我们不应因自已某方面的优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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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傲。也不应因自已某一方面的欠缺而自卑。 

    5、对性别角色的认识有什么作用? 

   （1）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与异性的不同特点，学会如何塑造自我形

象，如何与异性相处。 

（2）性别刻板印家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自身潜能的发挥。 

        6、如何做到优势互补? 

  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的优势，而且要发现对方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         

让自已变得更加优秀。 

        7、男生女生应如何相处? 

    男生女生应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同进步， 

第 2 课时青春萌动 

     1、在异性面前，我们有自我表现的欲望，更加在意自已的形象，渴

望得到异性的肯定和接受。 

     2、与异性交往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3、相遇青春，我们心中开始萌发一些对异性朦胧的情感。这是青春

成长中的正常现象。 

     4、在与异性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会因为对异性的欣赏、对美好的向

往而愉悦，也容易把这种欣赏和向往理解为爱情。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

爱情。 

     5、与异性相处有什么意义? 

与异性相处，有助于我们了解异性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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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如何与异性交往? 

与异性交任更内心坦荡，言谈得当，举止得体。 

     7、如何正确对待异性情感 

    对待异性情感，我们应该慎重对待，理智处理，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

的优势，而且要发现对方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让自已变得更加优秀。 

     8、如何正确理解爱情? 

    (1)爱情需要具有爱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自我的成熟、道德的完

善，也包含对家庭的责任。 

    (2)爱情需要彼此深入了解，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

是强烈、稳定、专一的感情。 

    (3)真正的爱情包含尊重、责任、珍惜、平等和自律。 

第三课  ：青春的证明 

第 1 课时  ：青春飞扬 

1、我们渴望拥有健美的身躯、充实的大脑，渴望自由、渴望飞翔，“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 

    2、面对青春，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憧憬，形成不同的理想，规划青春路

径，思考自己如何走过青春之路、青春的探索不会停止。 

    3、自信让我们充满微情。有了自信，我们才能怀着坚定的信心和希望，

开始伟太而光荣的事业。 

    4、我们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成长的足迹，印记着我们克服隋性、抵制

诱惑、战胜自我的努力，是相信自已勇敢言试，不断进步，才能体验成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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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自信。 

    5、微荡的青清活力，自信的青春热情，意强的青春态度，会给我们飞

翔的翅膀，助力青春成长! 

    6、自信的人有什么表现? 

    自信的人有勇气交往与表达，有信心尝试与坚持。 

    7、自信有什么作用？ 

    自信能够展现优势与才华，激发潜能与活力，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与创

造可能。 

    8、自强有哪些重要内容? 

    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战胜自己、超越自己，是自强的重要内容。 

    9、如何做到自强? 

自强，要靠坚强的意志、进取的精神和持久的坚持。 

第 2 课时青春有格 

    1、青春并不意味着肆意放纵，总有一些基本规则不能违反，一些基本

界限不能逾越。我们要知廉耻，懂荣辱，有所为，有所不为。 

    2、“羞恶之心引导我们判断是非善恶，明确行为选择的理由。 

    3、我们的行为在证明并创造着我们自己。 

    4、榜样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是一面旗帜。 

    5、青春、需要我们去经历，去体验。以修身为本，行走在“止于至善”

的路上，在常习中成长，在成长中收获。是对青春最好的证明。  

    6、如何提高辨别“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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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行动之前，南查愿望 

(2)在行动之中，监督调节: 

(3)在行动之后，反思效果与影响。自信的人有勇气交往与表达，有信

心尝试与坚持。 

     7、如何理解“行己有耻”? 

行己有耻”意味着我们能真诚面对自我，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 

     8、如何做到“行己有耻”? 

    (1)“行已有耻”要求我们树立底线意识，触碰道德底线的事情不做，

违反法律的事情坚决不做。 

    (2)“行已有耻”更需要我们磨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不断增强自控

力。 

     9、如何理解“止于至善”? 

    (1)“止于至善”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 

    (2)“止干至善”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实践过程，是一种

向往美好、永不言弃的精神状态。 

     10、如何做到“止于至善”? 

    (1)每个人都可以从点滴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人而不

为。积公成多积善成德。 

    (2)在生活中寻找“贤”，将他们作为榜样。 

    (3)上于至善”要求我们我成自我省察的习惯。 

     11、好的榜样对我们的成长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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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好的榜样昭示着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激发我们对人生道路和人

生理想的思考，给予我们自我完善的力量。 

    (2)善于寻找好的榜样、向榜样学习、汲取榜样的力量，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第二单元做情绪情感的主人 

                     第四课揭开情绪的面纱 

 第 1 课时 :青春的情绪 

    1、人的情绪是复杂多样的，除了常见的喜、怒、哀、惧等基本情绪，

还有害羞、焦虑、厌恶和内疚等复杂情绪。 

    2、我们的情绪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例如，个人的生理周期、对某件事

情的预期、周围的舆论氛围、自然环境等。 

    3、进入青春期，随着身体发育加快和生活经验不断丰富，我们的情绪

也发生着变化，表现出青春期的情绪特点。 

    4、青春期的情绪特点体现了青春的活力，它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5、情绪有什么作用? 

   (1)情绪影响着我们的观念和行动。 

   (2)它可能激励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向上，也可能让我们因为某个小小的

挫败而止步不前。 

    6、如何正确对待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 

   (1)善于激发正面的情绪感受，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绚烂多彩。 

   (2)学习积极面对负面情绪，同样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需要经历的。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全册 --第8页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全册 --第8页



 9 / 21 
 

第 2 课时情绪的管理 

    1、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会相互感染。即使没有语言的交流，一个人的表情、

声调、姿态和动作所表达的情绪，也会影响周围的人。 

    2、情绪的表达不仅与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关，而且关于人际交往。 

    3、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情绪，接受它们并学会以恰当的

方式表达出来。 

    4、学会合理地调节情绪，使情绪在生理活动、王观体验、外显表情等方

面发生一定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适应环境。 

    5、运用情绪调节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帮助同学、家人改善情绪，使他们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境。 

    6、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各种情绪感受? 

   (1)保持积极的心态，享受喜悦和快乐，让我们的青春生活更加美好。 

   (2)适度的负面情绪，可以帮助我们活应突发事件。但持续地处干负面情

绪状态，则可能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 

    7、如何合理地调节情绪?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调节情绪的方法，归纳起来，常用的方法主要包

括改变认知评价、转移注意、合理宣泄和放松训练等。 

第五课  :品出情感的韵味 

第 1 课时: 我们的情感世界 

     1、我们通过情感来体验生命、体验生活，同时，情感让我们的内心世

界更加丰富。 

     2、与情绪一样，我们的情感他是复杂的。其中，有基础性情感，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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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有高级情感，如道德感有正面的体验，如爱的情感，有负面的体验，如

恐惧感也有两方面混杂的体验，如敬果感。 

     3、情感与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相关， 

     4、情感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经历不断积票、发展，这正是我们生命成长

的体现。 

     5、狭隘的生活经验容易导致偏执的情感。 

     6、情感与情绪有什么联系? 

    (1)情感与情绪紧密相关，伴随着情绪反应逐渐积累和发展。 

    (2)我们对某些人或者事物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比较稳定的倾

向，就可能产生某种情感。 

    7、情感与情绪有什么区别? 

    情感与情绪也有区别。情绪是短暂的、不稳定的，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

变化: 情感则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强化、逐渐积累的，相对稳定。 

    8、情感有什么作用? 

   (1)在社会生活中，情感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 

   (2)情感反映着我们对人和对事的态度、观念，影响我们的判断和选择，

驱使我们做出行动。 

   (3)丰富、深刻的情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事物探索未知。 

    (4)在生活经验的不断扩展中，我们的情感才可能更加丰富，深刻，我

们的情怀才可能更加宽广、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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