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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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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课标解读】 

【健全人格】 

1.认识青春期的身心特征，建立同学间的友谊，把握与异性交往的尺度：了

解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体会青春期的美好，学会克服青春期烦恼；掌握青

春期性心理知识，正确对待两性关系；提高预防性骚扰和性侵害的能力； 

2.养成自尊自信的人生态度，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善于倾听他

人的意见，自我改进。 

【道德修养】 

形成初步的道德认知和判断,能够明辨是非善恶;通过体验、认知和践行,养成

良好的道德品质。 

【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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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单元教材分析】 

1. 本单元主要内容： 

  本单元共三课，包括六框的具体内容。 

  作为七年级下册起始单元，本单元奠定七下青春生命教育的底色。内容主题

聚焦“青春”，基于却不局限于“青春期”，视青春为人生经历的一段重要时光。

着眼青春，不仅关注青春期的身心变化，更强调思维的成长，立足学生健康成长，

落实课标的要求，为学生的发展莫定良好的基础。 

  教材着力阐释青春中积极的、美好的要素，如青春的活力、创造等，并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融入其中；教材以走进青春、青春交往、度过青春为线

索，引导学生热爱青春、珍惜青春、把握青春； 

2. 本单元教材体例 

  （1）设计视频导入激发兴趣; 

  （2）设计幻灯片美感，插图增强感染力; 

  （3）设计正文蓝色加粗黑体字，明确基本知识点; 

  （4）设计相关社会热点事例材料教会学生提炼有效信息; 

  （5）设计“任务探究”栏目，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思考;培养学

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研读材料的能力，活学活用; 

  （6）设计“课堂练习”，巩固所学知识。 

【学生学情分析】 

  七年级学生已进入青春发育期，在身心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思想精神方面也

青春时光(大单元教学设计)-七年级道德与法治下册同步备课系列(部编--第2页

青春时光(大单元教学设计)-七年级道德与法治下册同步备课系列(部编--第2页



大单元教学设计大单元教学设计
 

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在人生成长的这个关键时期，学生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成长

烦恼，教育引导侧重于对青春期问题的疏导，解决学生成长中的烦恼问题。 

  七年级学生阅读、分析、知识运用能力，比较欠缺，教学设计中强化切合学

生实际生活的材料的涉及，为提升能力奠定基础； 

  七年级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设计利用视频、故事等手段，激发学生兴趣，

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单元学习目标】 

1. 了解青春期身体变化和矛盾心理的表现；正确对待青春期生理变化；掌握调适

矛盾心理的方法。 

2. 正确理解青春期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懂得培养批判精神的重要性；掌握培养

批判精神方法；知道如何开发创造潜力。 

3. 认识青春期男生女生各自的差异;了解性别刻板印象的危害及后果;掌握男女生

优势互补的要求。 

4. 正确认识青春期心理萌动；理解与异性交往的必要性，知道如何与异性正常交

往；认识真正的爱情并学会正确对待异性间的情感。掌握与异性交往的原则与尺

度； 

5. 知道自信、自强对于青春成长的意义。培养自信、自强的优秀品质，做到自尊、

自爱。 

6. 知道“行己有耻、止于至善”的内涵和要求。培养做到知廉耻、懂荣辱，自觉规

范自己的行为。 

7. 追求“至善”  的人生境界。明善恶、知廉耻、懂荣辱，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养成良好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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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要情境任务设计】 

1.【亲子的心声】通过探究，明确矛盾心理的困惑和解决办法。 

2.【妈妈的教育智慧】通过探究，明确独立思考的相关知识。 

3.【孔融让梨】通过探究，理解批判思维的培养。 

4.通过《男孩、女孩》诗歌朗诵，体会男女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5.【青春期的“我”】通过探究，理解异性交往的重要性，避免早恋。 

6.【苏翊鸣材料】通过探究，体会自信、自强优秀品质的培养。 

7.【“下水井盖越来越少”】、【“知错能改的白居易”】、【毛苒的“不归路”】 

通过探究，掌握做到行己有耻、止于至善。 

【单元课时安排】 

6 课时 

第 1 课时：1.1悄悄变化的我 

第 2 课时：1.2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 

第 3 课时：2.1男生女生 

第 4 课时：2.2青春萌动 

第 5 课时：3.1青春飞扬 

第 6 课时：3.2青春有格 

【课时教案】 

第一课第一框《悄悄变化的我》教学设计 

一、课程标准 

  【2022 新课标】认识青春期的身心特征，建立同学间的友谊，把握与异性交

往的尺度：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体会青春期的美好，学会克服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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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 

二、核心素养目标 

【健全人格】1.了解青春期身体变化和矛盾心理的表现； 

          2.正确对待青春期生理变化； 

          3.掌握调适矛盾心理的方法。 

【道德修养】1.感受青春发展的变化，形成接纳自我、关爱他人的心理品质； 

          2.关心自己的成长，培养追求美的意识，提升内在美。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正视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追求内外兼修的青春之美，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

接青春期的到来。 

【难点】正视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四、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意图与建议 

导入新课 

1.【朗读者-诗词-青春】 

  青春，是生命旅途中一个崭新的起

点；青春，是人生画卷中最华美的篇章；

青春，用汗水书写难忘的故事；青春，

用泪水记录成长的悲观； 

2.【知识体系构建】 

 讲解知识结构与课标要求。 

1.学生观看视频，

体会感悟青春的

美好 

 

2.学生思考并构

建教材 

 

1. 升华情感价值

观，提高学生语文

素养和综合素质，

培养跨学科学习意

识，引出本课主题。 

2.整体构建教材，

明确学习内容的方

向。 

学习目标 
呈现核心素养目标 

 
阅读目标 明确课时所学内容 

自主学习 出示学习任务 
阅读教材 P2-7,完

成问题学习 

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熟悉教材。 

目标导学

一：悦纳

生理变化 

【任务探究一】 

问题：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对比一年前和

现在的我】 

 

通过图表知道这些

变化所处的生长发

育阶段，感受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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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生长发育图 

 

【教师总结】 

从生长发育图可以看出，伴随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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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婴儿期后，人生第二个生长

发育的高峰期。青春期生理变化表现在

三方面。 

 

【知识运用】 

出示三则材料 

 

【任务探究二】 

    问题：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什么影

响。 

【教师总结】 

  当我们处于青春期时，我们拥有充

沛的精力、敏捷的思维，对成长充满强

烈渴望，感觉生活拥有无限可能。 

   

【任务探究三】 

  出示四副生理变化的图片和材料，

提出问题：结合漫画，谈谈我们应如何

正确对待这些烦恼？ 

   

【教师总结】 

  我们需要正视身体变化，青春期身

体发育情况各不相同。同时，不因自己

的生理变化而自卑，是我们对自己的尊

重。青春的我们追求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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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思考并分

享】 

 

 

 

 

 

 

 

 

 

 

【学生思考合作

交流，组长有序组

织，分享】 

【规范整理笔记】 

【学生表达观点

并说理由】 

 

 

 

 

【学生阅读并回

答问题】 

期生理发生着变化 

 

 

 

调动学生积极性，

通过活动，从知识

层面明白青春期的

知识 

 

提高学生对生理变

化三种变化的区别 

 

 

 

 

充分发挥小组优

势，调动学生积极

性，锻炼其解决问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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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

直面矛盾

心理 

【任务探究一】 

【亲子的心声】展示三种妈妈与儿子普

遍存在的青春期心理现象的对话内容 

  问题：你有过类似的问题吗？与同

学一起思考，我们到底是怎么了？ 

这些矛盾和困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教师总结】 

  伴随着生理发育，我们的心理也发

生着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感到新奇，

也使我们产生矛盾和困惑，但也为我们

的成长提供契机，积极面对和正确处理

这些心理矛盾，我们才能健康成长。 

处于青春期的我们，可能会产生矛盾和

困惑，如反抗与依赖、闭锁与开放、勇

敢与胆怯并存。 

【知识运用】 

出示三则事例材料； 

问题：它们分别体现出青春期的哪

些变化？ 

【任务探究二】 

问题：这样的心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

响？有哪些办法解决困惑? 

 

【教师总结】 

    我们可以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的

温暖中放松自己；可以通过求助他人，

学习化解烦恼的方法；也可以通过培养

兴趣爱好转移注意，接纳和调适青春期

的矛盾心理，还可以学习自我调节，成

为自己的“心理保健医生”。 

 

 

【学生思考并回

答】 

 

 

 

 

 

 

 

 

 

 

 

 

  

【学生思考并回

答】 

 

 

【学生思考合作

交流，组长有序组

织，分享】 

 

【规范整理笔记】 

 

 

 

通过对普遍心理现

象的探讨，明确青

春期心理的特点，

让学生觉察自己心

理的变化，并正视

这些变化。 

 

 

调动学生主体性，

从生活经验中挖掘

解决方法，将实践

与理论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对矛盾心

理三种变化的区别 

 

 【知识延伸】 

问题：自我调节的方法有哪些? 

阅读相关链接，完

成内容学习，规范

整理笔记。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 

归纳总结 悦纳生理变化：青春期身体变化的主要 回顾所学内容。 内化所学知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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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青春期生理变化带来的影响；如

何对待青春期生理变化 

直面矛盾心理：青春期矛盾心理的主要

表现；青春期心理变化带来的影响；如

何调适青春期矛盾心理。 

于消化吸收。 

课堂练习 选择题：1-4 抢答 提高知识掌握运用

能力 

 

 

第一课第二框《成长的不仅仅是身体》教学设计 

一、课程标准 

【2022 新课标】认识青春期的身心特征，建立同学间的友谊，把握与异性交往

的尺度：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体会青春期的美好，学会克服青春期烦

恼； 

二、核心素养目标 

【健全人格】 

1.正确理解青春期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2.懂得培养批判精神的重要性； 

3.掌握培养批判精神方法； 

4.知道如何开发创造潜力。 

【道德修养】以乐观的心态面对青春期，积极追求青春期的思维发展。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难点】正确理解独立，培养批判精神，开发创造潜力。 

四、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意图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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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课 

1.【知识体系构建】 

 讲解知识结构与课标要求。 

2.进入青春期，我们只有生理上的成长

吗？还有哪些方面的成长呢？ 

【教师总结】 

青春成长不仅仅只是生理发育，还包含思

想和精神方面的变化。随着我们步入青春

期，只有当思想日渐成熟，我们才真正长

大。 

1.学生思考并构

建教材 

2.思考问题，分

享体会 

1.整体构建教材，

明确学习内容的方

向。 

2.激发兴趣，导入

课题 

学习目标 
呈现核心素养目标 

 
阅读目标 明确课时所学内容 

自主学习 出示学习任务 
阅读教材P7-13,

完成问题学习 

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熟悉教材。 

 

目 标 导

学一：学

会 独 立

思考 

播放：朗读者-青春寄语视频 

问题：仿写青春寄语 

 

【任务探究一】——妈妈的教育智慧 

探究问题： 

1.妈妈与儿子的对话过程中，培养了

孩子的什么能力？ 

2.儿子由愤怒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进而化解了矛盾。你从中明白了什么

道理？ 

 

【任务探究二】关于独立的三种观点 

探究问题：你认为上述同学的观点是

独立吗？你理解的独立是什么？ 

【教师总结】 

独立思考并不等同于一味追求

独特，而是表现为不人云亦云，有自

己独到的见解，同时能接纳他人合

理、正确的意见。 

【知识运用】探究分享 

问题 1：小刚理解的“酷”是什么？

【学生思考并

分享】 

 

 

【学生思考并

分享】 

 

 

 

 

 

【学生思考并

分享】 

 

 

 

 

 

 

 

 

激发学生对青春的热爱；提

高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调动学生积极性，通过体会

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 

 

 

 

调动学生积极性，通过探究

形成对独立思考的正确认识 

 

 

通过学生对“酷”与独立思

考关系的思考，提升辨析能

力，澄清什么是真正的独立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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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问题 2：小刚的说法是否体现了独立

思考？为什么？ 

 

目 标 导

学二：培

养 批 判

精神 

 

【任务探究三】孔融让梨 

问题 1.道德法治课，老师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争论不休： 

“孔融难道真的是为了谦让而

让梨吗，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吗？” 

问题 2.老师还给同学们布置了

一些这样的问题，自习课完成，你能

帮他们解答吗？ 

    “司马光砸缸”是真的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中

的“床”能解释为睡觉用的床吗？ 

问题 3.老师采取这样教学方法的目

的是什么？请说明理由。 

 

【教师总结】 

批判精神是指对事情有自己的

看法，敢于表达不同观点，敢于对不

合理的事情说“不”，敢于向权威挑

战。 

批判需要有质疑勇气，表达观点及提

出合理化建议的能力，也要考虑他人

感受，不对人进行攻击，就事论事。 

批判是发现问题，然后搜集相关知

识、搜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困惑，

并确认自己的批判思考是否合理的

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

角度思考问题，激发学习动力，促使

解决问题。 

 

 

【学生思考、

展示、分享】 

 

【学生思考合

作交流，组长

有序组织，分

享】 

A 同学：孔融

让梨并非出于

自愿，而是害

怕哥哥揍他，

所以让梨的实

质，是屈从暴

力，并不值得

学习。 

B 同学：孔融

让梨是为了讨

得 父 母 的 欢

心，为的是今

后博取更大的

利益，所以让

梨的实质，属

于功利主义，

更 不 值 得 学

习。 

【学生思考合

作交流，组长

有序组织，分

享】 

 

 

通过问题探究，让学生形成

批判精神的思维能力；渗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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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导

学三：开

发 创 造

潜力 

 

【任务探究四】“钥匙忘拔报警器” 

观看视频 

问题思考：你认为什么是创造？  

 

【探究分享】对创造的理解 

问题思考：你认为上述同学的表现是

创造吗？为什么？ 

【教师总结】 

青春时期，人们思想活跃，感情奔放，

朝气蓬勃，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拥有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创造潜

力。 

 

【任务探究五】 

  谁能想出更有“创造性”的方

法？ 

1.玻璃瓶里装着水，瓶口塞着木塞，

既不准打碎瓶子，弄碎木塞，又不准

拔出木塞，怎样才能喝到瓶子里的

水？ 

2.寒冬，骑兵执行任务，经常需要过

冰河，此时战士们要牵着马步行过

去。可是冰面很滑，军马走在上面可

能摔倒在冰面上。你能为战士们想到

什么办法？ 

  

【任务探究六】鲁班的创造 

问题思考：鲁班造锯的故事给我

们开发创造潜力有何启示？ 

【教师总结】 

 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都离不

开劳动和创造。社会实践是创造的源

泉，给了我们广阔的创造空间，激发

我们创造的热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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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观看视

频 并 回 答 问

题】 

 

 

 

 

 

 

【学生思考并

回答】 

 

 

 

 

【学生思考并

回答】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的欲

望，培养正当的兴趣爱好。 

 

 

通过辨析四位同学的表现，

深入理解什么是创造。 

通过讨论体会创造的多姿多

彩。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造性

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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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纳 总

结 

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独立思考的

原因；独立思考的表现 

培养批判精神：批判精神的表现；

批判精神的作用、意义；批判精神的

要求 

开发创造潜力：为什么要开发创

造潜力；如何开发创造潜力 

 提高知识掌握运用能力 

课 堂 练

习 

基础填空：1.2 

选择题：3.4.5.6 

抢答  

 

 

 

第二课第一框《男生女生》教学设计 

一、课程标准 

  【2022 新课标】认识青春期的身心特征，建立同学间的友谊，把握与异性交

往的尺度：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体会青春期的美好，学会克服青春期

烦恼； 

二、核心素养目标 

【健全人格】1.认识青春期男生女生各自的差异; 

2.了解性别刻板印象的危害及后果; 

3.掌握男女生优势互补的要求。 

【道德修养】1.认识自我的优势和特点,学会悦纳自我； 

2.男女生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自身与人交往的能力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正确认识男女生的性别优势；做到男生女生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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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男女性别特征 

四、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意图与建议 

导入新课 

1.【七嘴八舌】谈谈我心目中的阳光男

孩（女孩）的形象？ 

 【社会调查】《少男少女》杂志的调查

统计：男孩最欣赏的女孩；女孩最欣赏

的男孩 

2.【知识体系构建】 

 讲解知识结构与课标要求。 

1.学生谈论喜欢

的男（女）生形象 

2.初步体会到男

女不同。 

3.学生思考并构

建教材 

 

1.通过实践活动，

学生充分参与，从

学生切身体会，引

出本课主题。 

2.整体构建教材，

明确学习内容的方

向。 

 

学习目标 
呈现核心素养目标 

 
阅读目标 明确课时所学内容 

自主学习 出示学习任务 
阅读教材 P14-17,

完成问题学习 

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熟悉教材。 

目标导学

一：他和

她 

【任务探究一】 

问题：两幅图片哪一组更快区分性

别呢？ 

 

【教师总结】 

到了青春期，男生女生在生理方面

的差异会更加明显。 

 

【任务探究二】 

问题：你能猜出他还是她吗？你是

从哪方面来进行区分的？ 

 

【教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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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相关链接】 男女性别特征表现 

对比图片，思考问

题 

 

 

 

 

 

 

 

【学生思考并分

享】 

 

 

 

 

 

 

 

通过两幅图片的对

比，学生比较直观

地认识到男女生理

的差异。 

 

 

切合学生实际生活

的材料，调动学生

积极性，通过情境

的判断分析，生成

知识。 

 

 

 

 

 

 

精讲生理差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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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理性别特征主要表现为男女生

理上的差异，最显著的生理差异来自青

春期男女第二性征的相继出现。 

2.你能快速判断下列职业适合男生

还是女生吗？ 

【教师总结】 

心理性别特征表现为性别角色方面

的差异。性别角色：在特定社会中被认

为典型的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模式。 

3.播放《性别刻板印象》视频 

【教师总结】 

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对性别角色

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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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刻板印象也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自身潜能的发

挥。 

 

【任务探究三】 

  新学期开学，班长对安排班级同学

搬新书、分发课本、擦墙壁、挂窗帘、

扫地、搬桌椅、收班费、打扫清洁区落

叶，如何做好分工？ 

【教师总结】 

1.男女各有优势。 

2.男女生拥有各自的性别优势。欣赏对

方优势，有助于不断完善自己；相互取

长补短，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3.不仅要认识自己的优势，还要发现对

方优势，取长补短，让自己变得更加优

秀。不因某方面优势而自傲，不因某方

面欠缺而自卑。男女生应相互理解，相

互帮助，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任务探究四】知识运用 

问题思考： 

【学生静听思考】 

 

 

 

【学生静听思考】 

 

 

 

 

【学生理解名词】 

 

 

 

 

 

 

 

 

 

 

【学生思考交流

分享】 

【规范整理笔记】 

【学生表达观点

并说理由】 

 

 

 

 

【学生笔记整理】 

 

 

 

 

 

生从理论层面认识

到男女生理差异 

 

 

通过情境判断，提

升学生对心理差异

的理解 

 

 

视频利于激发学生

兴趣，便于突破难

点。 

 

 

 

 

 

      

活动的参与提高了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

极性、主动性。便

于知识的理解 

 

 

 

 

 

 

 

 

 

    

 

通过活动参与提高

学生的分析解决问

目 标 导

学二：优

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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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美和小明同桌有什么好处？ 

    2.如果你是老师，你会怎样解决小

美和小明的矛盾？ 

【学生思考交流

分享】 

 

 

题的能力和知识运

用能力。            

归纳总结 他和她：男生女生差异表现；正确对待

青春期的生理变化；正确认识性别角色 

优势互补：正确认识性别优势；正确认

识性别优势的作用；正确对待性别差别 

回顾所学内容。 内化所学知识，利

于消化吸收。 

课堂练习 选择题：1-5 抢答 提高知识掌握运用

能力 

 

第二课第二框《青春萌动》教学设计 

一、课程标准 

  【2022 新课标】认识青春期的身心特征，建立同学间的友谊，把握与异性交

往的尺度：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体会青春期的美好，学会克服青春期

烦恼； 

二、核心素养目标 

【健全人格】1.正确认识青春期心理萌动； 

2.理解与异性交往的必要性，知道如何与异性正常交往； 

3.认识真正的爱情并学会正确对待异性间的情感。 

4.掌握与异性交往的原则与尺度； 

【道德修养】1.区分对异性的朦胧情感与真正的爱情。 

2.与异性正常交往，学会恰当处理异性之间的情感。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异性交往的意义；把握青春期异性交往的原则与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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