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道德与法治（政治） 

期末核心知识全总结 



  

初一年级道德与法治期末知识点总结 

第一课 中学时代 

1、编织人生梦想，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生命主题。 

2、梦想的意义： 

①它能不断激发我们生命的热情和勇气，让生活更有色彩。有梦想就有希望。 

②有了梦想，才能不断地进步和发展。 

3、梦想的特点： 

①少年的梦想，与个人的人生目标紧密相连 

②少年的梦想，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与中国梦密不可分。 

4、怎样实现梦想： 

①实现梦想需要立志； 

②实现梦想需要坚持； 

③实现梦想需要努力。 

第二课 学习新天地 

5、初中阶段的学习： 

知识+能力 

6、获取知识的途径：看、听、动手 

7、正确的学习态度：自觉+主动 

8、学习的意义： 

①学习，不仅让我们能够生存，而且可以让我们有更充实的生活。 

②学习就是给生命添加养料。如果不学习，人的生命将会枯萎。 

③学习点亮我们内心不灭的明灯，激发前进的持续动力。 



9、怎样学会学习： 

①学会学习，需要发现并保持对学习的兴趣； 

②学会学习，需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③学会学习，还意味着要善于运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第三课 发现自己 

10、正确认识自己的重要性 

（1）正确认识自己，可以促进自我发展 

（1）正确认识自己，可以促进与他人的交往。 

11、正确认识自己的方法 

（1）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来认识自己 

（2）可以通过自我评价来认识自己 

（3）他人的评价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 

12、自我评价的方法和意义 

意义：（1）能帮助我们接受自己 

（2）能帮助我们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 

方法：自我观察和分析、与他人比较 

13、对待他人评价应有态度 

（1）我们既要重视他人的态度与评价，但是也要客观冷静分析，既不能盲从， 

也不能忽视 

（2）用理性的心态面对他人的评价 

14、为什么要接纳与欣赏自己 

（1）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 



人。我们每个人在性格、兴趣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2）随着对自己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的自我形象也会越发清晰。 

15、如何做更好的自己 

（1）做更好的自己，就要扬长避短。 

（2）做更好的自己，需要主动改正缺点 

（3）做更好的自己，需要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 

（4）做更好的自己，是在和他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更是在为他人、 

为社会带来福祉的过程中实现的。 

第四课 友谊与成长同行 

16、进入初中，我们的朋友圈有什么变化 

（1）伙伴、同学、朋友，成为我们生命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2）有的人交往范围扩大了，朋友圈也扩大了，交往内容更加丰富了 

（3）有的人朋友圈比以前变小了，但是交往更加深入，朋友关系更密切 

17、友谊的力量（朋友的作用） 

（1）朋友影响着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甚至性格等 

（2）朋友，见证了我们一起走过的成长历程 

（3）朋友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友谊让我们更深刻地体悟到生命的美好 

18、友谊的特质 

（1）友谊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2）友谊是平等的、双向的 

（3）友谊是一种心灵相遇 

19、友谊的澄清 



（1）友谊不是一成不变的 

（2）竞争并不必然伤害友谊 

（3）友谊不能没有原则。友谊需要信任和忠诚，但不等于不加分辨地为朋友做 

任何事。 

（4）友谊可以带来快乐，让人向往；有时也会带来困扰，增添烦恼。 

20、竞争会必然伤害友谊吗 

（1）竞争并不必然伤害友谊，关键是我们对待竞争的态度 

（2）在竞争中能够坦然接受并欣赏朋友的成就，做到自我反省和激励，我们会 

收获更多 

21、朋友相处需要原则 

友谊不能没有原则。友谊需要信任和忠诚，但不等于不加分辨地为朋友做事。 

其实，当朋友误入歧途是，不予规劝甚至推波助澜，反而会伤害朋友，伤害友 

谊。 

第五课 交友的智慧 

22、如何建立友谊 

（1）建立友谊，需要开放自己。 

（2）建立友谊，需要持续的行动。 

23、如何呵护友谊 

（1）用心去关怀对方 

（2）学会尊重对方 

（3）学会正确处理冲突 

（4）学会正确对待交友中受到的伤害 



24、处理冲突的基本策略 

①保持冷静②坦诚交流③及时处理④勇担责任⑤换位思考 

25、网上交往的特点 

虚拟、平等、自主等 

26、网上交往的优点 

①我们在网上搜集学习资料，查找相关信息，休闲娱乐等 

②网络交往超越时空限制，开辟了人际交往的新通道，拓展交往圈 

③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开启了通往世界的又一个窗口 

27、网上交往的缺点 

①网上交往具有虚拟性，人们建立的友谊不稳定，彼此不信任、疏离 

②虚拟交往难以触摸生活中的真实，有时关闭了与他人沟通的心灵之门 

28、如何慎重结交网友 

①在网络上交友，需要考虑对自己学习和生活的影响，学会理性辨别、慎重选择 

②在虚拟世界的交往，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 

③将网上的朋友转化为现实中的朋友，需要慎重 

29、如何正确对待网上交往的利与弊 

①网上交往可以满足我们的一些心理需要，并且不必承担现实交往中那么多的压 

力和责任。但是，虚拟的交往难以触摸到生活中的真实。 

②不管互联网生活多么精彩，我们不可能只停留在虚拟世界中。我们要学会在现 

实中与同伴交往，增加真实而贴近的感受，为友谊奠定可靠的基础。 

30、网络交往中如何做到自我保护 

①虚拟世界的交往，带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 



②对陌生人的邀请，不轻易接受；对个人的家庭住址、经济状况、联系方式等。 

第六课 师生之间 

31、教师职业的特点 

（1）是人类文明的主要传承者之一 

（2）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的使命 

32、造成老师风格不同的原因 

（1）每位老师在年龄、学识、阅历、性格、情感与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2）每位老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表达方式不同 

33、如何正确对待不同风格的老师？ 

（1）承认老师的差别 

（2）发现不同风格的老师 

（3）了解老师教育行为的目的 

（4）主动交往 

（5）尊重并接纳不同风格的老师 

34、新型师生关系的特点 

（1）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师生之间人格平等、互 

相学习、互相尊重，教学相长。 

（2）老师是我们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老师是我们的朋友。 

35、正确地对待老师的表扬和批评 

（1）正确对待老师的表扬和批评，是我们成长的重要内容 

（2）老师的表扬意味着肯定、鼓励和期待，激励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发展 

（3）老师的批评意味着关心、提醒和劝诫，可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改进不足 



（4）对待老师的批评，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老师批评的内容和用意上，理解老 

师的良苦用心。 

36、尊重关心老师的原因 

（1）尊重老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们作为“晚辈”的基本道德修养。 

（2）老师是我们知识学习的指导者，也是我们精神成长的引路人 

（3）老师给予我们生活上的关心和情感上的关怀 

37、如何尊重、关心、理解老师 

（1）尊重老师表现在我们与老师日常交往的言谈举止中 

（2）尊重老师的人格尊严、个性差异和劳动成果 

（3）主动关心老师、理解老师，对老师有礼貌 

38、与老师发生矛盾时怎么办？ 

（1）自我反思，冷静、客观地分析原因 

（2）相信善意，多些宽容和理解 

（3）坦诚相待，注意沟通方式 

（4）求同存异，主动关心 

第七课 亲情之爱 

39、家的作用 

（1）家是我们身心的寄居之所。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我们的成长也离不 

开家庭的哺育和支持。 

（2）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家里有亲人，家中有亲情。亲情，激励我们奋斗拼 

搏，让我们的心灵有所依靠。 

40、孝亲敬长的原因 



①在中国的家庭文化中，“孝”是重要的精神内涵 

②孝亲敬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③孝亲敬长是每个中国公民的法律义务 

41、与父母产生冲突的原因 

我们与父母的心智、学识、经历等方面差异较大，对问题理解、感受方面必然 

存在差异，冲突难以避免。 

42、与父母产生沟通的意义 

（1）爱是需要呵护的。互动沟通的技巧和应对冲突的智慧，是亲子之间爱的润 

滑剂。 

（2）爱在沟通中加深，亲子冲突需要双方通过良好的互动沟通来解决。 

43、与父母产生沟通的技巧 

（1）关注事实 

（2）把握时机 

（3）留意态度 

（4）选择方式 

（5）考虑环境 

44、现代家庭面面观 

（1）一般为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 

（2）家庭成员的交流、沟通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3）家庭氛围越来越平等、民主 

（4）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创建学习型家庭 

45、家庭类型 



 

第八课 探问生命 

46、为什么对生命要有一种敬畏之情？（为什么要珍爱生命？） 

①生命来之不易。生命是不可逆转的，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抗拒生命

发展的自然规律。 

②生命是脆弱的、艰难的，生命又是坚强的、有力量的，生命是崇高的、神圣的； 

③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 

47、为什么要敬畏生命？（为什么要珍爱生命？或如何认识生命？） 

（1）生命来之不易，生命是大自然的奇迹、独特的、不可逆的、短暂的； 

（2）生命是脆弱的、艰难的,生命又是坚强的、有力量的，生命是崇高的、神圣

的； 

（3）生命价值高于一切。 

48、怎样敬畏生命？  

（1）珍惜自己的生命，关怀他人的生命,与他人共同生活。 

（2）谨慎地对待生命的关系、处理生命问题。（3）对生命的敬畏是内心的自愿

选择。 

第九课 珍视生命 



49、怎样珍爱生命？（关爱身体） 

（1）守护生命首先要关注自己的身体。 

（2）正确面对挫折，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 

（3）增强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掌握一些基本的自救

自护方法。 

（4）关注精神健康，满足精神需求，丰富精神生活，守护精神家园。 

50、怎样正确认识挫折？（挫折对人的正面影响有哪些？） 

（1）生活中的挫折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部分。 

（2）得意时，挫折会使我们更清醒，避免盲目乐观、精神懈怠。 

（3）失意时，挫折会使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生活经验。 

51、增强生命韧性的方法有哪些？（战胜挫折的方法） 

（1）欣赏、培养幽默感。 

（2）和自己信任的人谈一谈。 

（3）考虑并接受最糟糕的结果。 

（4）关心、帮助他人。 

（5）培养某方面的兴趣。 

第十刻 绽放生命之花 

52、怎样探索生命的意义？ 

（1）我们要驾驭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2）我们要建构自己，形成人们所说的“我的人生”。 

（3）生命的意义需要自己的发现和创造。 

53、如何理解生命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  



（1）热爱学习，乐于实践，在探索中扩展生活的阅历，让生命充满色彩与活力。 

（2）当我们敞开自己的胸怀，不断尝试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建立联系，生

命中的道德体验就会不断丰富，对生命的感受力、理解力就会不断增强。 

（3）生命得到滋养，也因此而一点点充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