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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部编版六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全册一册教案

(教学设计)含教学方案
 

 

第一单元： 我们的守护者 

本单元安排了两个内容， 分别是《感受生活中的法律》

和《宪法是根本法》。主要让学生理解什么是法律，我们生活

中有哪些法律，法律对于我们的作用，法律怎样标准我们的行

为； 同时也让学生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制定其他法

律的根底和根据，我们要知道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要树立

宪法权威。每一课后有活动园，贴近学生生活，让学生能更好

地掌握教材内容。 

感受生活中的法律 

教学目的： 

〔1〕、理解法律是什么，生活与法律的关系； 

〔2〕、理解法律的作用有什么。 

教学重难点： 理解《刑法》 和《民法》 的作用， 知道

什么样的行为对应什么法律；知道人人依法享有权利，人人依

法履行义务。 

教学时间：3课时 

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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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法律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请生说说我们每天要做的事，同学互相交流， 你每天干

什么， 父母干些什么。考虑： 这些事和法律有关系吗？ 引

入新课： 我们日常的这些活动都要受法律的约束，也要受法

律的保护。 

二、新课教学 

1、说说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我们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那么。 它标准着

我们的行为，保护着我们的权利，协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法律规定的内容。 

在法律的规定下， 我们享有人身权、 财产权、 受教育

权等权利； 法律规定了我们的义务， 比方交通规那么要遵

守， 要保护公物、 保护环境； 借人东西要还，要为国家和

社会作出自己的奉献。 

3、说说法律和学校纪律的异同。 

学生分小组讨论，老师巡视，适时引导。小组派代表班上

交流。 

三、拓展延伸，课后总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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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到课前，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哪些法律有关？ 

3、 采访家人或亲戚， 理解他们的工作中都涉及哪些法

律， 下次课上交流。 

第二课时 

感受生活中的法律 

教学过程： 

一、回忆上节课内容： 

请学生说说我们上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其他同学听后做

补充。 

二、新课学习： 

1、引入谈话：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保护合法权益，维护公共秩序。大到

国家的政治生活，小到个人的家庭生活， 处处都有法律的身

影。 所以， 法律和我们的生活有亲密的关系。 

2、学习教材第五页，看看图画，理解生活中的法律。 

3、学习教材第六和第七页，理解《刑法》和《民法》的

内容，知道《刑法》 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 理解《刑

法》 的作用； 知道《民法》 是维护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主

要法律，理解民法的作用；知道除了《刑法》和《民法》之

外，还有《行政法》，并引导学生理解《行政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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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教材第八页练习， 老师订正答案， 同桌检查

完成情况， 老师巡视修改。 

四、拓展延伸，总结本课内容。 

通过采访同学和老师， 理解一下我们学校的生活会涉及

哪些法律，这些法律发挥了什么作用。 说说我们理解了那些

法律的内容，知道了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和法律有关。 

没有语言，人与人就不能顺畅沟通；没有规那么，人与人

就不能正常交往；同样，假如没有法律，人们的行为就没有了

约束，我们的社会就会一片混乱，因此，法律的作用很大。 

五、继续学习 

法律的作用有哪些？结合教材内容进展归纳总结。 

1、法律为我们设定了行为准那么，提供了外部保障，维

护着我们的正常生活； 

2、法律如同指南针，告诉我们行为的方向； 

3、法律如同尺子，衡量我们行为的对错； 

4、法律如同武器，是保护我们的坚强后盾。 

六、分小组讨论教材内容。 

评判图画中人物的行为是否？为什么？请用法律的准那么

进展评判， 并为他们想出正确的方法。 

七、拓展延伸，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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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结：人人依法享有权利，人人依法履行义务，希望

孩子们人人遵守法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2、组织一次“法律故事会”，讲一讲自己经历过的与法

律有关的故事，并说说它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三课时 

宪法是根本法 

教学目的： 

1、知识目的：知道宪法的作用；宪法的法律地位。 

2、才能目的：认识宪法的作用和地位 

3、树立国家平安意识，自觉关心和维护国家平安。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方法：问题教学法 

教学简案： 

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板书〕 

1、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板书〕 

首先，学生阅读教材并考虑：为什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大法？其次，小组讨论，从那些方面来说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大法？ 

学生感知： 请学生阅读教材上的小字材料，说说宪法与

普通法律有什么不同？ 

大家讨论后的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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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宪法规定的内容上看：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

本问题，如国家性质、 根本制度、 根本任务等。 普通法律

治规定国家生活中得某一方面的问题。 

〔2〕宪法的构成 

学生再讨论： P80 小齐为什么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

利？ 它是怎样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的？ 

〔3〕 我们要认真学习宪法， 理解宪法的性质和根本内

容，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遵守宪法的习惯，肃立宪法意识，自

觉维护宪法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

治国，宪法是实行以法治国的根本根据。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板书〕 

引导学生从教材图示中得出宪法所处的法律地位 

做一做：宪法与普通法律得“母子”关系〔 行政诉讼

法、 行政法、 行政处分法〕 

〔1〕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

效率。 

①宪法使其他法律得立法根底和立法根据 

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③ 宪法是一切组织和各人的活动准那么。 

〔2〕法律效率，指法律的强迫力和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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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宪法的制定、修改上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比普通

法律严格 

总之， 从内容上看， 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

题； 从效力看， 宪法具有最高得法律效力； 从制定和修改

的程序上看， 宪法比普通更为严格。 所以说，宪法是国家的

根本大法。 

课题：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家机构 

5. 《国家机构有哪些》 (1)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 知识目的 

①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职权。 

②明确国家机构的产生及其各自职权范围。 

2. 才能目的 

可以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 能理解国家

机关在维护人民当家做主中的作用。 

3． 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目的 

进步对国家机关的认识，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课前准备：学生课前完成《课前预习案》。准备课件、

《课堂练习案》和《课后拓展训练案》。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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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解读、 预习反应 

1. 导出新课， 解读《导学案》 的学习目的： 

〔1〕 说说我们学校有哪些职能部门， 都担负着哪些职

责。 

〔2〕 活动园： 看看哪些单位属于国家机构。 

〔3〕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三单元的第一课《国家机构有

哪些》 。 通过本课学习， 同学们至少要到达以下两个目

的： ①明确国家机构及其各自职权范围。 ②可以结合案例分

析^p    国家机构的职权。 

2. 检查《课前预习案》 的“预习自测” 局部， 学生汇

报。 

二、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疑难问题”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1. 我国各国家机关的主要职权是什么？ 

2. 生活中经常与国家机关打交道的经历。 

3.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否离得开国家机关？ 

小组内合作， 解决不了的问题， 老师精讲点拨。 

三、 精讲点拨、 学科建模 

利用课件教学： 

㈠、学习“身边的国家机构” 

1.课件出示第 42 页的活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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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看看身边哪些单位属于国家机构。 

2.过渡： 各国家机构与我们的生活亲密相关，让我们走

近身边的国家机构， 

来进一步理解这些机构。〔课件出示理解国家机构。〕 

3.出示第 43 页活动园。进一步理解所在地区的国家机

构。 

总结：总体理解国家机构的概念和根本构架。 

㈡、学习“国家机关的职权” 

1.课件出示国家机构组织系统简表，理解不同类型的国家

机关及其职责。 

2.做一做 44 页活动园，加强认识。 

3.课件出示，进一步学习国家机构的权利机关——“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理解它的四项权利。 

4.课件出示， 进一步学习国家机构的行政机关——人民

政府及所属工作部门。 

5.课件出示， 进一步学习国家机构的监察机关——“监

察委员会” ，以及我国的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

院。 

6.通过活动园，理解法院可以审理哪些类型的案件？ 

总结： 通过学习，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的国家机构有哪些， 并且知道正是它们保障了我们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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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根据。 

四、 当堂训练、 稳固新知 

利用《课堂训练案》，当堂达标，稳固所学。 

五、 归纳总结、 拓展提升 

1.课堂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2.说说生活中我们与国家机关互相联络的详细事例。 

3.分发《课后拓展训练案》，假如有时间就当堂完成一局

部必做题。 

教学反思 

第二单元 我们是公民 

3. 公民意味着什么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1． 知识目的 

①知道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以及什么是国籍。 

②认识居民身份证并懂得它的作用和重要性。 

2. 才能目的 

培养树立学生的公民意识。 

3． 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目的 

激发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 能维护中国公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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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课件、 

《课堂练习案》 和《课后拓展训练案》。 

教学过程： 

一、 目的解读、 预习反应 

1、 导出新课， 解读《导学案》 的学习目的： 

〔1〕 课件展示不同身份人群的图片。 

〔2〕 谈一谈你是怎么理解中国人， 美国人等不同身份

的。 

〔3〕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二单元的第一课《公民意味着

什么》 。 通过本课学习，同学们至少要到达以下两个目的：

1 知道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以及什么是国籍。2认识居民身份

证并懂得它的作用和重要性。 

2、 检查《课前预习案》 的“预习自测” 局部， 学生

汇报。 

二、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疑难问题”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小组内合作， 解

决不了的问题， 老师精讲点拨。 

1、课件出示第 23 页的知识窗。 

交流：你知道国籍是什么？它是怎么获得的？ 

2、认识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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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个小卡片， 它能代表

我们的身份， 那就是身份证。 

一：先说一说身份证是什么样子的？居民身份证的正面和

反面分别印有哪些信息？居民身份证上独一无二的信息是什

么。 

---公民身份证号码 

二：理解身份证号码的不同含义。 

公民身份证号码由 18 位数字组成， 各有不同的含义： 

第 1--6 位是地址码，7---14 位为出生日期码，15---17 位为

顺序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假如校验码为 10，那么用 x 代

替。 

3、 三： 公民身份证的有效期。 〔课件出示课本 25 页

相关链接〕 

4. 身份证用途知多少？ 

住酒店办理住宿登记 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在邮局邮寄物品

在自助取票机上打印火车票 在手机营业厅办理业务 

5.小结 

小小卡片不仅作用大， 而且就号码一项也很有意思！ 同

学们， 你们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哦。 

三、 精讲点拨、 学科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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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获得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以出生的方式获得；

二是以申请参加的方式获得。 

2.“公民” 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 

3.公民身份证号码是身份证上独一无二的信息， 每个人

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号码。 

公民身份证号码由 18 位数字组成， 各有不同的含义： 

第 1--6 位是地址码，7---14 位为出生日期码，15---17 位为

顺序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假如校验码为 10，那么用 x 代

替。 

4.身份证用途 

住酒店办理住宿登记 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在邮局邮寄物品

在自助取票机上打印火车票 在手机营业厅办理业务. 

四、 当堂训练、 稳固新知 

利用《课堂训练案》，当堂达标，稳固所学。 

五、 归纳总结、 拓展提升 

1、课堂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2、 分发《课后拓展训练案》 ， 假如有时间就当堂完成

一局部必做题。 

教学反思 

课题： 第二单元 我们是公民 

3. 公民的根本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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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1． 知识目的 

①身为中国公民， 应该知道国家的建立成就。 

②明白假如走出国门， 我们就是中国的名片， 要严于律

己。 

③知晓公民的根本权利和义务。 

2. 才能目的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知道自己应该为祖国

做什么。 

3． 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目的 

激发爱国热情，能自觉维护祖国形象。 

课前准备：学生课前完成《课前预习案》。 

准备课件、《课堂练习案》和《课后拓展训练案》。 

教学过程： 

一、 目的解读、 预习反应 

1、 导出新课， 解读《导学案》 的学习目的： 

课件出示能展现祖国建立成就的图片， 可以联络实际谈

谈如今的科技开展情况，激发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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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节课， 就让我们认识自己中国公民身

份， 并理解我们祖国的建立成就， 而且一定要知道身为中国

人， 我们应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骄傲和自豪。 

2、 检查《课前预习案》 的“预习自测” 局部， 学生

汇报。 

二、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疑难问题”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小组内合作， 解

决不了的问题， 老师精讲点拨。 

利用课件教学： 

1、理解祖国的建立成就，激发民族自豪感。 

____成立以来， 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等方面都获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方面，中国 GDP 超 10 万亿美元， 是

世界上 10 万亿俱乐部成员， 是____ GDP 的 2 倍。 高铁 2 

万公里， 占世界 6 成。 钢铁产量， 世界 16 亿吨， 中国

占 8 亿吨； 中国高速公路 12 万公里，占世界的 52%， 力

压美国占世界第一； 有六个世界之最的港珠澳跨海大桥。科

技方面的成就： 中国天眼， 世界最大的望远镜； 北斗卫

星， 世界排名第二位； 神舟飞船， 载人航天； 我国是世界

第三个把飞行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在

太空进展试验； 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 计算才能世界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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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方面的成就：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 男足曾实现历史

性打破， 闯入 2023 年韩/日世界杯赛； 跳水从梦之队时代

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第一的超级梦之队； 中国横扫世

界乒坛； 中国女排东山再起， 两夺世界冠军， 更夺得了里

约奥运会金这一些， 都是我们中国公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2. 看到这些成就， 你有什么感想。 〔激发民族自豪

感〕 

3. 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看到这些成就，内心真的是很冲动，那作为小学生的我

们， 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 我们不能像科学家叔叔那样搞科

研， 也不能像解放军叔叔去保家卫国，但我们可以从身边做

起，从学好每一个知识做起。谁愿意来说一说你想怎么做？ 

4. 小结 

同学们的答案让老师特别欣慰， 老师仿佛看到了在你们

的努力下，我们祖国更加灿烂的明天。 那就让我们从如今做

起， 努力学习， 锻炼好身体， 加油吧！孩子们。 你们一定

会成为建立祖国的栋梁之材， 成长为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公

民。 

三、 精讲点拨、 学科建模 

1.我是中国公民， 我关心国家建立。 经济 军事 航天

„„我是中国公民，我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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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照是我们在海外证明中国国籍和中国公民身份的证

件。 

3.努力做好中国名片。 

四、 公民的根本权利和义务 

〔一〕、教学活动确实立 

1、案例的提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开展， 当今的学生对社会信息的纳

入量之大， 内容之广而复杂， 而学生的是非分辨才能有限， 

抵御诱惑才能弱， 致使学生在承受教育之时， 难以从内心深

处让其承受老师的教诲和引导。面对如今能言善辩的学生，更

是难以教育，出口就是权利，动那么就是____，别进犯、伤害

他的权益。对其权益进展维护现象， 结合高考对学生分析^p    

问题、 解决问题才能的考察， 使学生能全面理解、理解自己

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展维护，而在复习课

中确立了此题。 

2、活动的指导思想： 

立足于素质教育， 培养学生的现实解决问题的才能，客

观的分析^p    问题的才能和是非分辨才能。 

3、活动的目的： 

通过此活动， 增强学生的法律____意和履行法律义务意

识，做一个能承当一定家庭、社会责任的当代中学生。 



第 18 页 共 41 页 

(二)、教学案例活动的过程： 

1、导入：歌曲导入，明确主题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 

2、学生讨论，并提出问题，学生结合书本进展整理。 

〔1〕公民有哪些根本权利和义务？ 

〔2〕权利和义务有什么关系？ 

3、生活现象、素材的展示： 

〔1〕学生就自己日常生活中，社会不同主体进犯、甚至

是伤害到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现象和事件；〔分类展示〕进展学

习。 

〔2〕老师通过视频播放社会中进犯、伤害学生权利的视

频资料； 

4、学生发表对上述视频材料，生活中的现象，根据知识

理论进展分析^p    ，老师明确观点。 

(三)、活动总结，深化案例：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挖掘学生的潜力，充分肯定、表

扬学生的长处和优点，结合学生发表见解和互相讨论的过程和

内容理解中存在的偏向和缺乏，给予明确解释。 

2、总结____的原因、途径，及公民根本权利和义务，遵

守的原那么。给学生一个明晰的知识体系。 

五、 当堂训练、 稳固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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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课堂训练案》，当堂达标，稳固所学。 

六、 归纳总结、 拓展提升 

1、课堂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2、 分发《课后拓展训练案》 ， 假如有时间就当堂完成

一局部必做题。 

教学反思 

第三单元 我们的国家机构 

5. 《国家机构有哪些》 

教学目的： 

1． 知识目的 

①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职权。 

②明确国家机构的产生及其各自职权范围。 

2. 才能目的 

可以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 能理解国家

机关在维护人民当家做主中的作用。 

3． 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目的 

进步对国家机关的认识，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课前准备：学生课前完成《课前预习案》。 

准备课件、《课堂练习案》和《课后拓展训练案》。 

教学过程： 

一、 目的解读、 预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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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出新课， 解读《导学案》 的学习目的： 

〔1〕 出示图片： 说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认识。 

〔2〕 活动园： 人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 如何代表人民

行驶当家作主的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般什么时候召开？

会讨论、决定哪些事情呢？ 

〔3〕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三单元的第一课《国家机构有

哪些》 的第二课时，通过本课学习， 同学们至少要到达以下

两个目的： ①国家机关是如何产生的呢？②国家机关与人民

的关系。 

2. 检查《课前预习案》 的“预习自测” 局部， 学生汇

报。 

二、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疑难问题” 合作探究， 交流展示： 

1. 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的相关知识。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如何选举产生国家权利机关的？ 

3. 理解“一府一委两院” 的含义， 以及详细职责。 

4.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履职， 以及与人民的关系。小

组内合作， 解决不了的问题， 老师精讲点拨。 

三、 精讲点拨、 学科建模 

利用课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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