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礼待人》教学设计

课标 践行以文明有礼、相互尊重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要求，做社会的好公民。

学情

八年级学生处于青春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部分学

生对遵守道德规范持消极态度，其至通过违反道德规范来显示自己的存

在。这种心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我们加强引导，从尊重道德规范

的深层原因和社会价值角度给学生提供帮助，以不断克服和解决成长中

面对的问题，在学生道德形成的关键时期加强引导。

单元目

标落实

学习和践行道德与法律规范，提高道德修养，增强法治意识，推动

社会文明进步。

教学

目标

政治认同：懂得礼仪对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重要作用，弘扬讲文明礼仪

的中华传统美德。

道德修养：自觉遵守礼仪和规则，树立以礼待人的为人处世原则、态度。

法制观念：注意自身的言谈举止，展示自己的优雅礼仪，做一个文明有

礼的人。

责任意识：掌握基本的社交礼仪，能够在生活实践中学会以礼待人。

重点 文明有礼的重要性

难点 如何做文明有礼的人

知识

梳理



精讲

互动

【新课导入】

【课前小调查】握手礼仪知多少?

思考：男性和女性握手，谁应该先伸手呢?

教师提示，与一位同学现场演示。

教师归纳：通过这个小调查我们发现礼仪也是需要学习的。

板书课题：以礼待人

【新课讲授】

一、情境体验·知礼仪

PPT 播放视频：2021 年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

活动 1：视频中哪些片段体现了礼仪?

学生思考探究，小组交流分享。

教师归纳：

礼，体现一个人的尊重、谦让、与人为善等良好品质。（内在体现）

社会生活中，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明、仪表端庄、举止文明等方面。

（表现、要求）

二、品味经典·懂礼仪

出示课件：孔子、杨维、晏子春秋名言，并齐声朗读



活动 2：分享启示和感受

学生探究并分享。

教师归纳：

（1）文明有礼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前提。（个人角度）

①文明有礼是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

的外在表现。

②文明有礼会使人变得优雅可亲，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与认

可。

过渡：文明礼貌并不是一个人的私事，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它不仅体现着个人的道德修养，还影响着人际关系的质量和社会的

文明程度。

PPT 播放视频：《六尺巷》

活动 3：观看视频《六尺巷》，谈谈自己的感想

教师提示：如果张英的家人当时非要和邻居争出一个结果，会

怎样呢？

学生：邻里之间关系破裂，不利于人们的友好交往，也不利于

社会的和谐稳定。

教师归纳过渡：

（2）文明有礼促进社会和谐。（社会角度）文明有礼有助于人

们友好交往，形成安定有序、文明祥和的社会。那文明有礼又对国

家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国家是否也需要讲礼仪？

PPT 出示图片



活动 4：以上图片给你怎样的启示？

小组探究，交流分享。

教师归纳：正是由于小部分国人境外游的时候没有做到文明有

礼，致使一些国家对我国人民的印象大打折扣。

PPT 出示图片

活动 5：对比两组图片给你的启示

同桌之间互相探讨，交流感想。

教师归纳：

（3）文明有礼体现国家形象。（国家角度）我国素有“礼仪之

邦”的美誉，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

中国形象。我们举行的各种仪式，体现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形象。



文明有礼体现国家形象。

教师过渡：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

不宁”，那我们中学生在生活中如何做到文明有礼呢？

三、学以致用·讲礼仪

活动 6：小组合作，探究新知。

PPT 出示情境 小岩的 0 分作文

活动要求：

① 找出作文中你认为不妥的地方；

② 将其改正使其成为满分作文。

学生合作，共同完成。

教师归纳：

（1）做文明有礼的人，要态度谦和，用语文明。

“良言 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以礼相待，要态度谦

恭，说话和气，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谈吐文雅，不说粗话脏话；

与人交谈时，尊重对方，多用商量的口吻说话，不自以为是，不盛

气凌人。

（2）做文明有礼的人，要仪表整洁、举止端庄。

良好的举止反映我们高雅的气质。在社会交往中，我们要做到

着装得体、举止稳重、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教师过渡：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我们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已经消

失了三个，只有华夏文明存续到了今天，生生不息。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一座瑰丽的宝库。那么在以下情境中要怎么表



示呢？

活动 7：情境探究 如何践行文明有礼

学生自主完成。

教师归纳：做文明有礼的人，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学习、观

察、思考和践行。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了解了“礼”的主要表现和作用，懂得了文明有礼

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前提，文明有礼促进社会和谐、体现国家形象。

掌握了做文明有礼的人的基本要求和行为规范。做文明有礼的人，

要态度谦和，用语文明；要仪表整洁、举止端庄；需要在社会生活

中不断学习、观察、思考和践行。“不积踵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

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努力做一个学礼、明礼、守礼的人。同时

我们要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创建文明有礼的社会风尚。

教学

反思

通过本堂课程的学习，我发现要真正将话语权交给学生。尊重

学生，鼓励学生分享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真实场景，教师再进行

适时点拨、因势利导。通过分析与其紧密联系的日常行为，真正发

挥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育人作用，切实提高道德与法治课的时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