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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一课 踏上强国之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初中道德与法治统编版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一课 踏上强

国之路

2. 教学年级和班级：九年级（1）班

3. 授课时间：2023年 10月 10日

4. 教学时数：1课时（45分钟）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使其能够理解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法治保障，认识到法治

对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性。

2. 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的

情感。

3.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在学习强国之路的背景下，勇于探索、敢于实践，

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4. 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分析能力，使其能够理性看待国家

发展中的成就与挑战，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通过讲解和分析，使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保障作用，例如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作用。

- 掌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讲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如科技创新、教育创

新等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实例（如我国在高铁、5G技术上的突破）来说明创

新对国家强盛的推动力。

2. 教学难点

- 理解法治对国家富强的保障作用：学生可能会对法治与国家富强的关系理解不深刻

，需要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如反腐斗争的成果）来帮助学生理解法治在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突破传统思维，培养创新意识：学生可能习惯了传统的学习模式，对于如何培养创

新思维缺乏理解。可以通过设计创新思维训练活动（如小组讨论、创意设计等），引

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

四、教学方法与策略

1. 采用讲授法，结合课本内容，系统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对

国家富强的意义，确保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

2. 利用案例研究法，引入真实案例（如我国近年来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学生分组讨

论案例背后的创新驱动因素，增强学生的实践感和参与度。

3. 设计角色扮演活动，模拟国家决策过程，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讨论创新政策制定

和实施，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4. 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播放相关视频资料，如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新闻报道等，增

强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探索

教师活动：

-



 发布预习任务：通过在线平台或班级微信群，发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预习资料，包括相关章节的电子书和视频资料，明确预习目标和要求

。

- 设计预习问题：设计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富强有哪些贡献？”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等，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 监控预习进度：通过在线平台的预习进度追踪功能，或通过学生反馈，监控学生的

预习情况。

学生活动：

- 自主阅读预习资料：学生根据预习要求，阅读相关资料，初步理解知识点。

- 思考预习问题：学生针对预习问题进行思考，记录自己的理解和疑问。

- 提交预习成果：学生将预习笔记和问题列表提交至在线平台。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 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在线平台和微信群，实现资源的有效传递和进度监控。

2. 课中强化技能

教师活动：

- 导入新课：通过展示改革开放前后对比的视频，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

。

- 讲解知识点：详细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路径。

- 组织课堂活动：设计小组讨论，让学生探讨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进行角色

扮演，模拟政策制定过程。

- 解答疑问：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学生活动：

- 听讲并思考：学生认真听讲，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积极思考。

- 参与课堂活动：学生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

。

- 提问与讨论：学生针对不懂的问题或新的想法，积极提问并参与讨论。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讲授法：系统地讲解理论知识。

- 实践活动法：通过模拟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 合作学习法：通过小组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

3. 课后拓展应用

教师活动：

- 布置作业：布置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的作业，如撰写小论文，分析某一创新政

策的效果。

- 提供拓展资源：提供相关的书籍、网站和视频资源，供学生深入学习。

- 反馈作业情况：及时批改作业，给予学生具体反馈。



学生活动：

-



 完成作业：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巩固课堂学习内容。

- 拓展学习：利用提供的资源，进一步探索相关主题。

- 反思总结：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总结学习心得。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鼓励学生在课后自主探索更多知识。

- 反思总结法：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提升自我监控能力。

六、学生学习效果

学生学习效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掌握：学生能够准确理解和记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以

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通过课堂讲解和案例分析，学生能够理解这些知识

点在实际中的应用和重要性。

2. 理解深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记住了一些基本概念，还能够深入理解这些概

念背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学生能够通过分析改革开放的历程，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

3. 分析能力：学生在课堂讨论和角色扮演活动中，学会了如何分析国家政策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评估创新政策的效果。这种分析能力对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工

作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4. 创新思维：通过学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生开始意识到创新对个人和国家发展的

重要性。他们在完成作业和拓展学习时，展现出尝试新思路和方法的积极态度，这有

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5. 自主学习：学生在课前预习和课后拓展学习过程中，逐渐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

他们能够主动查找资料，独立思考问题，并积极寻求解答，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

效率和兴趣。

6. 团队合作：在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活动中，学生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表达

自己的观点，以及如何倾听和尊重他人的意见。这些团队合作技能对于他们未来的社

交和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7. 情感态度：学生学习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增强了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

，通过了解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学生也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态度，准备为国家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 应用能力：学生在完成作业和拓展学习时，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

中。例如，在分析某一创新政策的效果时，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概念和理论，提出自

己的见解和建议。

具体来说，以下是一些学生学习效果的具体体现：

- 学生能够清晰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文化制度等，并能够举例说明这些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和效果。

- 学生能够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概念，以及它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教育创新等途

径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在小组讨论中，学生能够围绕创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通过

合作分析不同政策对国家发展的潜在影响。

- 在角色扮演活动中，学生能够模拟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制定合理的创新政策，并在模拟过程中学习到决策的复杂性。

- 在课后作业中，学生能够结合实际案例，撰写分析报告，展示他们对创新政策理解

和分析的能力。

- 在拓展学习中，学生能够主动查找和阅读更多关于国家发展和创新政策的资料，通

过自主学习，拓宽知识视野。

总体来看，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在知识掌握、理解深化、分析能力、创新思维、

自主学习、团队合作、情感态度和应用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效果不

仅有助于学生在学业上取得进步，也为他们未来的个人发展和职业规划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七、课堂小结，当堂检测

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初中道德与法治统编版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富强与创新第一

课踏上强国之路的内容。通过系统的讲解和丰富的教学活动，同学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以下是对本节课内容的小结：

1. 我们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理解了这一制度对国家富强的重

要保障作用。

2. 我们探讨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涵和实施路径，认识到创新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

力。

3. 通过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同学们学会了如何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提高

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我们还讨论了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并鼓励同学们在课后继续探索相关主题，拓宽知

识视野。

当堂检测：

为了检验同学们对本节课内容的掌握情况，下面进行当堂检测。请同学们认真完成以

下任务：

1. 请简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富强的贡献。（5分钟）

2. 请举例说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推动国家经济发展。（5分钟）

3. 请结合本节课所学，谈谈你对自主学习的认识和体会。（5分钟）

4. 小组讨论：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如何将创新思维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提高生活品质

。（10分钟）

检测要求：

- 同学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任务，尽量做到条理清晰、论述充分。

- 对于讨论任务，每组需要选派一名代表进行汇报，其他组员可提供补充意见。

- 教师将根据同学们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和反馈，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本

节课的内容。



检测目的：

-



 通过当堂检测，教师可以了解同学们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

。

- 同学们可以通过检测，发现自己的不足，及时巩固复习，提高学习效果。

- 当堂检测有助于培养同学们的时间管理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八、板书设计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① 社会主义制度的含义与特点

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富强的贡献

2.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① 创新的重要性

②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概念

③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途径与效果

3. 自主学习与创新思维

① 自主学习的意义与方法

② 创新思维的特点与培养

③ 自主学习与创新思维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九、教学反思

今天，我完成了初中道德与法治统编版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富强与创新第一课踏上强

国之路的教学。回顾整节课的教学过程，我有几点反思和体会。

课堂上，我注意到学生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比较表面，他们能够记住

一些基本概念，但对于制度背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解不够深入。这让我意识到，我

在讲解这部分内容时可能过于注重知识点的灌输，而忽略了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今后

，我需要在教学中更多地设计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和讨论来加深

理解。

在讲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我发现学生们对于创新的概念比较模糊，对于它如何推

动国家经济发展也缺乏具体的认识。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未能提供足够的实际案例

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概念。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计划引入更多的案例，特别是与学

生们生活紧密相关的案例，让他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创新的力量。

autonomous learning segment, I found that students were relatively passive 

in participating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I realized that I might have 

given them too much guidance, which reduced their enthusiasm for 

exploration. In future classes, I will try to create a more open classroom 

atmosphere, encourage students to ask questions actively, and guide them to 

explore answers independently.

In term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I feel that the time allocation for each 



part of the class could be more optimized. For example, the discussion part 

could be extended appropriately to allow students more tim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interact with others. I will adjust the teaching plan in 

the future to ensure that each link of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s more 

coordinated and effective.

The feedback I received after the class also made me reflect. Some students 

felt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was a bit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is is a challenge that I need to face in teaching. In 

future teaching, I will try to use more vivid and close-to-lif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abstract theory, so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knowledge.

Overall, this class made me aware that teaching is not just imparting 

knowledge, but also guiding students to explore, think, and grow. In th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reflect on my teaching methods, strive to create 

a lively and engaging classroom atmosphere, and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 will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so that they can truly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and 

actively explore and acquire knowledge.

十、课后作业

1. 请结合本节课所学内容，谈谈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你认为这一制度

对国家富强有哪些贡献？（字数要求：300字左右）

2. 请举例说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请结合我国近年来的科技创

新成果，分析这些成果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字数要求：300字左右）

3. 请结合本节课所学内容，谈谈你对自主学习的认识和体会。你认为自主学习在个人

成长和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字数要求：300字左右）

4. 请以“创新改变生活”为主题，撰写一篇短文。请结合实际案例，阐述创新对人们

生活的影响，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字数要求：500字左右）

5. 请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科技创新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查阅资料，了解该领域

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并撰写一篇研究报告。（字数要求：800字左右）

题型补充说明及举例：

1. 分析题：要求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深入分析，结合课本知识和实际情

况，阐述制度对国家富强的贡献。

2. 案例分析题：要求学生结合我国近年来的科技创新成果，分析创新对国家发展的影

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分析能力。

3. 议论文题：要求学生结合本节课所学内容，阐述自主学习的意义和作用，培养学生

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4.



 短文题：要求学生以“创新改变生活”为主题，结合实际案例，阐述创新对人们生活

的影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写作能力。

5. 研究报告题：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科技创新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现

状和未来趋势，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第二课 创新驱动发展

一、设计思路

结合统编版九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第一单元“富强与创新”第二课“创新驱动发展”

的内容，本节课的设计思路为：以学生身边的创新实例为导入，引导学生理解创新的

重要性和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际意义。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互动游戏等多种

教学手段，让学生深入了解创新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课程内容紧密围绕教材，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创新成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教学效果。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理解创新在推动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中的核心作用，培养政治认同感。

2. 通过分析创新案例，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3.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 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理解并尊重知识产权，培养守法和诚信的品格。

三、学习者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成就的基本知识，了解一些创新案例，具

备一定的社会常识和科技常识。

2. 学生对创新话题具有浓厚的兴趣，愿意探索新知，具备一定的分析和思辨能力。他

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倾向于互动讨论和实践活动，喜欢通过案例来理解抽象概念。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包括：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层理解不足，对创新与

日常生活联系的认识有限，以及在分析具体案例时可能缺乏系统的思维和方法。此外

，学生可能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保护意识不够强烈。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教学方法：

- 讲授法：讲解创新驱动发展的概念、意义和国家战略，为学生提供理论基础。

- 案例分析法：通过具体创新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创新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小组讨论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激发思维碰撞，深化对创新重要性的理解。

2. 教学手段：

- 多媒体展示：利用 PPT展示创新案例、图表和数据，增强视觉效果。

- 教学视频：播放相关创新发展的视频资料，帮助学生直观感受创新成果。

- 网络资源：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拓展阅读和资料搜集，提高信息素养。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约 5分钟）

- 激发兴趣：通过展示我国近年来取得的创新成果图片，如高铁、5G技术等，引发学

生对创新话题的兴趣。

- 回顾旧知：引导学生回顾上一节课学习的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知识，为讲解创新驱动

发展打下基础。

2. 新课呈现（约 30分钟）

- 讲解新知：详细讲解创新驱动发展的概念、意义和国家战略，强调创新在推动国家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 举例说明：通过介绍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具体案例，如华为、阿里巴巴等，帮助学

生理解创新驱动发展的实际应用。

- 互动探究：将学生分成小组，讨论创新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如何培养自己的创

新能力。

3. 巩固练习（约 20分钟）

- 学生活动：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思考并分享自己认为的创新举措，以及如

何将这些举措应用到学习和生活中。

- 教师指导：在学生分享过程中，及时给予鼓励和指导，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创新的意

义和价值。

4. 总结与反思（约 5分钟）

- 教师总结：对本次课程进行简要总结，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如何践行创新。

- 学生反思：让学生思考自己在课程中的收获，以及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

中。

5. 作业布置（约 5分钟）

- 布置一道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考题，要求学生结合课程内容，撰写一篇短文，分

享自己对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解和感悟。

六、拓展与延伸

1. 提供与本节课内容相关的拓展阅读材料：

-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解读》

- 《中国科技创新报告》

- 《创新与创业：培养创新精神的实践指南》

-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发展》

2. 鼓励学生进行课后自主学习和探究：

- 探究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了解这些创新

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 研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创新发展案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 调查身边的科技创新现象，思考创新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生活品质。

- 深入了解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探讨如何在学校和社区中推广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



 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如科技竞赛、创新实验等，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培养创新能

力。

- 定期阅读科技新闻和科技杂志，关注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拓宽科技视野。

- 与同学组成学习小组，定期讨论科技创新话题，分享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

七、教学评价

1. 课堂评价：

- 提问：在讲解新知和互动探究环节，教师将通过提问的方式检查学生对创新驱动发展

概念的理解程度，以及对案例分析的深入思考。问题设计将涵盖知识点的识记、理解

、应用和分析等不同层次，以全面评估学生的掌握情况。

- 观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将观察学生的参与度、合作情况和思维状态，通过学生的反

应和表现判断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和接受程度。同时，关注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互

动和观点交流，评估他们的合作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 测试：在课程结束时，教师将安排一次小测验或课堂练习，以测试学生对本节课知识

点的掌握情况。测试内容将包括选择题、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旨在检验学生的知识

记忆、理解和应用能力。

2. 作业评价：

- 批改：教师将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认真批改，关注学生对创新驱动发展相关概念的理解

程度，以及他们能否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案例分析中。批改过程中，教师将记录学

生的常见错误和不足，以便在课堂上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指导。

- 点评：在作业批改完成后，教师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业进行课堂点评，既包括优秀

的作业示例，也包括存在普遍问题的作业。通过点评，教师将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

指出作业中的亮点和不足，提供改进的建议和方向。

- 鼓励：教师将积极鼓励学生，对他们在作业中表现出的创新思维和努力给予肯定。同

时，教师还将鼓励学生继续探索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八、板书设计

1. 创新驱动发展的概念和意义

① 创新的定义

② 驱动发展的内涵

③ 创新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2.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① 发展战略的提出背景

② 战略的核心内容

③ 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3. 创新案例解析

① 具体案例介绍

② 案例中的创新点

③ 案例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4. 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①



 创新意识的培养方法

② 实践能力的提升途径

③ 创新与个人发展的关联

5. 知识产权保护

① 知识产权的定义

② 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③ 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措施

九、典型例题讲解

例题 1：简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答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推动我国经济转型

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例题 2：结合教材中的案例分析，说明创新如何推动一个行业的发展。

答案：以教材中的互联网行业为例，创新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包括：技术创新

使得互联网行业不断涌现出新的商业模式，如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共享经济等；服

务创新提升了用户体验，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产业创新推动了互联网与各行

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例题 3：请谈谈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答案：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营

造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勇于探索；二是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

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如科技竞赛、创新实验等，提

供学生实践创新的机会；四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例题 4：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

答案：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激励创

新，保护创新成果不被侵权，使创新者获得应有的回报；二是促进技术交易，创新成

果的知识产权化有助于技术的传播和转化；三是维护市场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保

障公平竞争的环境。

例题 5：根据教材内容，谈谈你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句话的理解。

答案：我理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句话的含义是，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核心动力。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只有不断

创新，才能保持国家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

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多方面，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单元综合与测试

一、教学内容

初中道德与法治统编版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富强与创新”单元综合与测试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1.



 教材章节：第一课《走向富强》

内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成就、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和具体措施。

2. 教材章节：第二课《创新驱动》

内容：创新的重要性、我国科技创新的历程与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青少年如何

培养创新精神。

3. 教材章节：第三课《新时代的使命》

内容：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的要求、青少年如何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单元综合与测试：

内容：对本单元所学知识的综合测试，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等题型

，旨在检验学生对本单元知识的掌握情况。

二、核心素养目标

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旨在培养学生以下能力：

1. 理解与分析能力：通过学习本单元，学生能够理解和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

2. 实践与参与能力：学生能够结合自身实际，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创新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情感与价值观培养：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认识到富强与创新是国家发展的

重要动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

4. 思辨与创新能力：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行思考

，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培养创新思维。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学生需要掌握全面深化改革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作用。重点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如经济快速增

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等。

- 掌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创新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创

新在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

2. 教学难点

- 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学生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可能感到抽象和难以理解。

难点包括如何将改革政策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如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 创新精神的培养：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难点在于如何将创

新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实践相结合，让学生能够真正理解和实践创新。

- 新时代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学生对新时代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路径可能缺乏清晰



的认识。难点在于如何引导学生从宏观角度理解国家战略，并结合个人发展思考如何

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



四、教学方法与策略

1. 教学方法：结合讲授、讨论和案例研究，以促进学生理解吸收。通过讲授法明确知

识点，讨论法激发学生思考，案例研究法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

2. 教学活动：设计小组讨论活动，让学生探讨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如何影响日常

生活；采用角色扮演，模拟创新项目开发过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3. 教学媒体：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创新成果，通过视频资料让学生

更直观地感受富强与创新的重要性，同时使用互动式电子白板，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和

趣味性。

五、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探索

教师活动：

- 发布预习任务：通过在线平台发布预习资料，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的文章

和视频，要求学生了解改革开放的历程。

- 设计预习问题：如“全面深化改革对我国发展有哪些影响？”“你身边有哪些创新

的例子？”

- 监控预习进度：通过平台统计数据和学生的反馈来监控预习效果。

学生活动：

- 自主阅读预习资料：学生阅读资料，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

- 思考预习问题：学生思考问题，记录自己的理解和疑问。

- 提交预习成果：学生将预习笔记和问题提交至平台。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 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在线平台进行资源共享和进度监控。

2. 课中强化技能

教师活动：

- 导入新课：通过展示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图片，引出课题。

- 讲解知识点：详细讲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和意义，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 组织课堂活动：如小组讨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角色扮演创新项目的策划过

程。

- 解答疑问：对学生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

学生活动：

- 听讲并思考：学生听讲并思考如何将知识点应用到实际情况中。

- 参与课堂活动：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角色扮演，理解创新的重要性。

- 提问与讨论：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参与课堂讨论。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讲授法：讲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知识。

- 实践活动法：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创新过程。

-



 合作学习法：通过小组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3. 课后拓展应用

教师活动：

- 布置作业：设计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案例分析作业。

- 提供拓展资源：提供相关的书籍和网站链接，供学生深入学习。

- 反馈作业情况：批改作业并提供反馈。

学生活动：

- 完成作业：学生完成作业，巩固学习内容。

- 拓展学习：利用拓展资源进行深入学习。

- 反思总结：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提出改进建议。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鼓励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和拓展学习。

- 反思总结法：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提升学习能力。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重点和难点内容如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实施细节将通过实例分析和实践活动得到强化，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

六、知识点梳理

1. 第一课《走向富强》

知识点一：改革开放的历程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序幕。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知识点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 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 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知识点三：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具体措施

- 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具体措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等。

2. 第二课《创新驱动》

知识点一：创新的重要性

-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知识点二：我国科技创新的历程与成果

- 从“两弹一星”到“嫦娥五号”，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 我国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知识点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知识点四：青少年如何培养创新精神

-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 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锻炼创新能力。

3. 第三课《新时代的使命》

知识点一：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 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知识点二：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的要求

-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知识点三：青少年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

- 培养创新精神，锻炼创新能力。

-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七、课堂小结，当堂检测

课堂小结：

在本节课中，我们共同学习了《富强与创新》这一单元，深入了解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和角色扮演等活动，同学们对改革开放的历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理解了创新在

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思考了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创新。以下是本节课的主

要内容的简要回顾：

1.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它推动了我国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2. 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当今世界

，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3.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致力于建设创

新型国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4. 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当堂检测：

为了检验同学们对本节课内容的掌握情况，下面进行当堂检测，请同学们认真完成以

下题目。

一、选择题

1. 以下哪个事件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

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B. 香港回归

C. 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



D.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

2. 以下哪项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A.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B.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C.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D.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填空题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成就得益于

______的全面深化改革。

2. 创新是______，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三、简答题

1. 请简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2. 请简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四、论述题

结合教材内容和自身实际，论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创新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请同学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检测，检测结束后，我们将一起讨论答案，并对同学们的

回答进行点评。

八、内容逻辑关系

1. 第一课《走向富强》

①重点知识点：改革开放的历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

具体措施。

②重点词：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③重点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第二课《创新驱动》

①重点知识点：创新的重要性、我国科技创新的历程与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青

少年如何培养创新精神。

②重点词：创新、科技创新、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创新精神。

③重点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把科技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3.



 第三课《新时代的使命》

①重点知识点：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的要求、青少年

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②重点词：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

战略。

③重点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两步走在

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整个单元的内容逻辑关系紧密相连，从改革开放的历程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再

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后落在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青少年的使命，形成一

个完整的教学体系。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第三课 追求民主价值

一、设计思路

本节课以统编版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中的第三课“追求民主价值”为

核心内容，旨在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民主的价值和意义。课程设计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

开：

1. 引导学生回顾课本知识，梳理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让学生认识到民主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2. 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感受民主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民主

活动的意识。

3. 结合时政热点，让学生思考民主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热爱

民主、维护民主的情感。

课程将以问题导入、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总结归纳等教学手段，使学生逐步深入理

解民主价值，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效果。

二、核心素养目标分析

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主要包括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社会参与。

1. 政治认同：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同感，增强国家意识、民族

意识和文化意识。

2. 科学精神：通过分析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理性分析能力

，提高科学素养。

3. 法治意识：让学生理解民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增强法治观念，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

4. 社会参与：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民主活动，提高公共参与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贡献力量。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理解民主价值的内涵和我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具体包括：



- 民主价值的内涵：理解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价值观，它强调人民当

家作主，保障人民权益。

例如，通过分析课本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容，让学生理解这一制度如何体现

民主价值。

- 我国民主制度的特点：掌握我国民主制度的历史背景、基本原则和实践成果。

例如，讲解“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让学生了解其在我国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2.



 教学难点

本节课的教学难点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民

主价值。具体包括：

-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理解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两者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

例如，通过分析“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让学生理解民主与法治的

内在联系。

- 民主价值的实践：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民主原则，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例如，讨论“公民如何参与社区管理”，让学生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民主价值

，这可能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抽象思维能力。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通过系统的讲解，使学生掌握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制度。

2. 讨论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探讨民主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激发学生的

思考与参与。

3. 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和法治实践的具体

应用。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使用 PPT展示重要知识点和案例，增强视觉效果，提高信息传递的效

率。

2. 教学软件：利用互动式教学软件，进行在线问答和模拟投票，增加学生的参与感和

实践经验。

3. 网络资源：引导学生使用网络资源，如新闻报道、视频资料等，拓展学习视野，加

深对民主价值的理解。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约 5分钟）

- 激发兴趣：通过提问“同学们，你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国家和人民有什

么样的影响？”来引发学生的思考。

- 回顾旧知：简要回顾上一课学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学生回顾民

主制度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2. 新课呈现（约 30分钟）

- 讲解新知：详细介绍“追求民主价值”的课程内容，包括民主价值的内涵、我国民

主制度的特点和意义。

- 民主价值的内涵：强调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 我国民主制度的特点：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强调其民主

性和法治性。

- 举例说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说明它是如何体现民主价值的，并通过



具体案例展示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互动探究：将学生分组，讨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民主价值”，每组选代表分享

讨论成果。

3. 巩固练习（约 15分钟）

- 学生活动：让学生根据所学内容，编写一个关于“如何在社区中实践民主决策”的

小剧本，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加深理解。

- 教师指导：在学生编写剧本和角色扮演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提供必要的建议和

帮助，确保学生能够准确理解并运用所学知识。

4. 总结反馈（约 10分钟）

- 教师总结：对学生的讨论和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强调本节课的核心知识点和民主价

值的重要性。

- 学生反馈：邀请学生分享他们在本节课中的学习心得和体会，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

中践行民主价值。

5. 布置作业（约 5分钟）

- 布置一道思考题：“结合所学内容，思考民主与法治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并撰写

一篇短文。”

- 强调作业要求和提交时间，鼓励学生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思考，深化对民主价值的理

解。

六、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相关历史资料：介绍我国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包括辛

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等重要历史节点对民主制度的推动作用。

- 国际比较：分析世界各国民主制度的异同，如美国的总统制、英国的议会制等，以

及它们在各自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效果。

- 时政热点：围绕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热点问题，提供相关的政策

文件、领导人讲话等资料。

- 社会实践：介绍一些典型的基层民主实践案例，如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以及它

们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中的作用。

2. 拓展建议：

- 阅读历史书籍：鼓励学生阅读关于我国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书籍，以加深对民主制

度历史背景的理解。

- 观看纪录片：推荐学生观看反映我国民主制度发展历程的纪录片，如《中国法治之

路》、《人民当家作主》等，以直观感受民主制度的发展成果。

- 参与模拟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模拟人民代表大会、模拟法庭等活动，让学生亲身体

验民主决策和法治实践的过程。

- 开展社会调查：鼓励学生结合所学内容，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社区、村庄的民主实

践，撰写调查报告，提高社会参与能力。

- 讨论时政话题：定期组织学生讨论时政热点，引导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

，提高政治素养和法治意识。



七、课堂小结，当堂检测

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深入探讨了“追求民主价值”这一主题，理解了民主价值的内涵，包括人

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我们详细讲解了我国民主制

度的特点，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这些制

度如何体现民主价值。通过小组讨论和互动探究，同学们积极思考了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实践民主价值，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想法和建议。总的来说，本节课同学们对民主

与法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今后参与民主决策和法治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堂检测：

为了检验同学们对本节课内容的掌握情况，下面进行当堂检测。

1. 请简述民主价值的内涵。

2. 解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

3. 举例说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民主实践中的作用。

4. 思考并讨论：如何在你的社区中实践民主决策？

5. 结合本节课所学，写一篇短文，题目为“我眼中的民主价值”。

检测要求：

- 独立完成，不得抄袭。

- 字迹清晰，表达准确。

- 检测结束后，教师将逐一审阅，给予反馈。

（检测结束后，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给予点评，对学生的理解程度和运用能力进

行评估，并提供进一步的学习建议。）



八、教学反思与总结

这节课从设计到实施，我倾注了很多心血，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深感教学过程中的

点点滴滴都是我成长的足迹。

教学反思：

在教学方法上，我尝试了讲授法、讨论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式，力求让同学们能

够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吸收知识。在讨论环节，我发现同学们的参与度很高，大家能够

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很欣慰。但是，我也注意到在案例分析环节，部分同

学对于案例的理解不够深入，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案例选取上没有做到足够贴近学生的

生活实际。此外，在课堂管理方面，我意识到在小组讨论时，有些小组的讨论声音过

大，影响了其他小组的学习，我应该在课堂纪律上做得更好。

教学总结：

从整体效果来看，同学们对本节课的知识点有了较好的掌握，能够理解民主价值的内

涵和我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在巩固练习环节，同学们的表现也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知识

运用上的进步。特别是在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活动中，同学们展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和

创造力，这是非常可贵的。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知识点讲解上，

我可能没有做到深入浅出，导致部分同学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仍然模糊。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计划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1. 在案例选择上，我将更加注重案例的典型性和贴近学生生活的程度，以提高同学们

的分析和理解能力。

2. 在课堂管理上，我将加强对小组讨论的指导和监督，确保讨论有序进行，不影响其

他同学的学习。

3. 在知识点讲解上，我将更加注重语言的简洁明了，尽量用生动的例子来解释抽象的

概念，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4. 我还将加强课后与同学们的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困惑和需求，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

九、课后作业

1. 简答题

- 请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

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权益，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2. 论述题

- 论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保障民主价值方面的作用。

答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保障民主价值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证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利；二是保证了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途径；三是保

证了人民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

3. 案例分析题

- 阅读以下案例，分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民主实践中的作用。

案例：某村庄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通过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参与村庄事务



管理。

答案：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民主实践中的作用体现在：一是保障了村民的民主权利，

让村民能够直接参与村庄事务管理；二是促进了村民自治，提高了村庄治理水平；三

是培养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观念。

4. 应用题

- 结合所学内容，设计一个关于“如何在社区中实践民主决策”的活动方案。

答案：活动方案包括以下步骤：一是组织社区居民学习民主决策的相关知识；二是成

立民主决策小组，负责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三是召开民主决策会议，讨论社区事务

；四是根据会议结果制定实施方案。

5. 研究性学习题

- 以小组为单位，调查了解你所在社区的民主实践情况，撰写调查报告。

答案：调查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社区的基本情况；二是社区民主实践的主要形

式；三是社区民主实践的成果和不足；四是改进社区民主实践的建议。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第四课 建设法治中国



一、教学内容分析

1.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初中道德与法治统编版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

法治”中的第四课“建设法治中国”。本节课主要围绕法治国家的概念、法治的重要

性、法治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及公民在法治国家中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进行讲解。

2. 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本节课的内容与学生在 previous 学习过的法律

知识、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紧密相连。学生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了解到法律的基本

概念、法律的作用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本节课

将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法治国家的内涵，使学生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上，对法治国家有更

深刻的认识。

二、核心素养目标分析

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主要包括法治意识、理性思维和社会参与。学生将培养对法治

国家的认同感，理解法治对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形成遵守法律、

维护法律尊严的自觉行为。在理性思维方面，学生将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分析社会现象

，识别和解决问题。社会参与方面，学生将增强公民责任感，积极参与法治建设，通

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将提升法

治素养，为成为具有法治观念、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打下坚实基础。

三、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重点：

1. 法治国家的定义和特征。

2. 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3. 公民在法治国家中的权利与义务。

难点：

1. 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2. 法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

解决办法：

1. 通过案例分析，讲解法治国家的具体实例，帮助学生理解法治国家的定义和特征。

2. 利用图表和时间线，展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发展历程和作用，增强学生的直观感

受。

3. 通过角色扮演和讨论，让学生模拟公民参与法治实践的场景，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

务。

4. 针对法治与民主的关系，组织辩论活动，让学生在辩论中深入思考两者之间的联系

。

5. 对于法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通过实例分析和社会新闻评论，引导学生理

解法治的实际运作和意义。

四、教学资源

1. 硬件资源：投影仪、电脑、音响设备。

2.



 软件资源：多媒体教学软件、互动教学平台。

3. 课程平台：学校内部网络教学平台。

4. 信息化资源：法治教育相关视频、文章、案例资料。

5. 教学手段：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辩论赛。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约 5分钟）

- 激发兴趣：以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法治案例引入，询问学生如果自己是当事人会怎么

做，引发学生对法治的思考。

- 回顾旧知：简要回顾上一节课学习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强调法治在保障这些权利和

义务中的作用。

2. 新课呈现（约 40分钟）

- 讲解新知：详细介绍法治国家的定义、特征，以及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 举例说明：通过分析现实中的法治案例，如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等，说明法治对社

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保障作用。

- 互动探究：分组讨论法治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每组选代表分享讨论成果，教师点评

并总结。

3. 巩固练习（约 20分钟）

- 学生活动：发放练习题，要求学生根据所学内容回答问题，检验对法治国家概念的

理解。

- 教师指导：在学生练习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解答学生的疑问，帮助学生正确理

解法治的相关知识点。

4. 拓展延伸（约 15分钟）

- 展示法治教育视频，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法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 鼓励学生思考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法治精神，提升法治意识。

5. 总结反馈（约 10分钟）

-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法治对每个公民的重要性。

- 学生分享本节课的学习收获，教师给予反馈和鼓励。

6. 作业布置

- 布置相关的课后作业，要求学生结合本节课内容，撰写一篇关于法治的短文，深入

思考法治在个人和社会中的作用。

六、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图书资源：推荐学生阅读《法治的细节》、《法治国家原理》等书籍，以更深入地

理解法治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细节。

- 影视资源：推荐观看《法治中国》、《司法之光》等纪录片，通过视听材料直观感

受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



 网络资源：利用学校图书馆或教育平台提供的资源，如法治教育专题网站、法治新闻

汇编等，增加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

2. 拓展建议

- 鼓励学生参与模拟法庭活动，通过角色扮演，体验法治程序和司法公正。

- 建议学生关注国内外法治新闻，分析法治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和效果。

- 建议学生参加法治知识竞赛，通过竞赛形式检验和提升自己的法治素养。

- 鼓励学生撰写法治主题的论文或报告，深入探讨法治与民主、人权等概念的关系。

- 推荐学生加入法治社团或兴趣小组，与同龄人交流法治观点，共同学习和进步。

- 建议学生利用节假日参观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了解法治工作的实际情况。

- 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法治宣传活动，将法治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增强社区法治意识

。

- 建议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法规，实践法治精神，培养良好的公民习惯。

七、板书设计

1. 法治国家的概念与特征

① 法治国家的定义

② 法治国家的特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权威、法律至上

2. 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① 维护社会秩序

② 保障公民权利

③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 公民在法治国家中的权利与义务

① 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人身安全、财产权等

② 公民的基本义务：遵守法律、纳税、服兵役等

③ 公民与法治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协调

八、反思改进措施

（一）教学特色创新

1. 引入现实案例，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通过分析身边的法治事件，让学生更加直观

地理解法治的重要性和实际应用。

2. 采用互动式教学，鼓励学生参与讨论，通过小组合作和角色扮演等活动，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

（二）存在主要问题

1. 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参与度不高，可能是因为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关联不

够紧密，导致学生兴趣不浓。

2. 在互动探究环节，部分学生可能因为害羞或缺乏自信而不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影

响了课堂氛围和教学效果。

3. 教学评价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书面考试，未能充分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学习

过程。



（三）改进措施

1.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7562202151230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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