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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
全册知识点

第一单元走进社会生活

第一课丰富的社会生活

第一框 我与社会

1、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感受社会生活？（P3）

①走进农村，我们看到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

②来到工厂，我们看到工人在有条不紊地工作；

③步入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映入眼帘；

④参观博物馆，丰富的展品令人震撼；

⑤观看升旗仪式，我们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2、感受社会生活有哪些意义？（P4）

①我们会与越来越多的人打交道，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越来越丰富，认识越来越深

刻；

②我们会更加关注社区治理，并献计献策；

③会更加关心国家发展，或为之自豪，或准备为之分忧。

3、★个人与社会的关系？（P4-P5）

①个人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②人的身份是在社会关系中确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具有不同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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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完整答案应该和 P7“为什么说个人

离不开社会”这个问题合并。由于这样笔记会比较乱，我还是按照框题分开来。

4、主要的社会关系有哪几种？（P5相关链接）

①血缘关系（如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等）

②地缘关系（如同乡、邻居等）

③业缘关系（如同学、同事等）

【说明】这一部分的相关链接选择题有时会考查

第二框在社会中成长

1、什么是社会化？（P7相关链接）

社会化是指一个人从最初的自然的生物个体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

2、如何理解“人的成长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P7）

通过父母的抚育、同伴的帮助、老师的教诲和社会的关爱等，我们的知识不断丰

富，能力不断提高，规则意识不断增强，价值观日渐养成，我们逐步成长为一名

合格的社会成员。

3、★为什么说个人离不开社会？（P7）

①人的成长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

②我们的衣食住行、学习和娱乐等都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③人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每个人都从社会中获得物质支持和精神滋养。

4、亲社会行为有哪些表现？（P8）

谦让、分享、帮助他人、关心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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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要养成亲社会行为？（P8）

①青少年处于走向社会的关键时期，应该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关注社会，

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养成亲社会行为。

②有利于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健康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获得

他人和社会的接纳与认可。

③我们只有主动关心社会，积极融入社会，倾力奉献社会，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6、★如何养成亲社会行为？（P8）

①亲社会行为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养成。

②我们要主动了解社会，关注社会发展变化，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

③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遵守社会规则，热心帮助他人，想他人之所想，急

他人之所急。

【说明】“为什么要养成亲社会行为”和“如何养成亲社会行为”，第一次月考

很喜欢考。

第二课网络生活新空间

第一框网络改变世界

1、网络有哪些积极影响？（P10、P12 标题）

①网络丰富日常生活。

②网络推动社会进步。

【说明】这只是总的概括，大多数时候积极影响还是用下面两个问题。

2、★网络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哪些积极影响？（P1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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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网络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变得方便迅捷。

②网络打破了传统人际交往的时空限制，促进了人际交往。

③网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丰富多彩。

3、★网络对社会进步有哪些积极影响？（P12-P13）

①网络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互联网大大促进了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新

工具、经济贸易的新途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了传统行业转型

升级，创造了新业态，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

②网络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

网络问政的意义：互联网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使人们更加便

利、有序地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对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发挥着重要作用。

③网络为文化传播和科技创新搭建新平台。

互联网打破了地域界限，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场合及范围，提高

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互联网促进了科技创新所需的物质与信息资源快速流

动，加速了各种创新资源的汇聚、融合与共享。

【说明】网络问政拓宽了公民行使监督权的渠道，不能说“网络问政扩大公

民民主权利范围”

4、★网络有哪些消极影响？（P15-P16）

①在网络时代，出现了一些虚假的、不良的信息。

②沉迷于网络，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

③个人隐私容易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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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第一点里，开头的“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这句话在 2020 年秋季教

材中就已经删除了，但现在很多资料包括考试仍然在使用这句话。

5、网络中存在哪些虚假的、不良的信息？有何危害？（P15）

①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歪曲事实，误导大众；

②有的人随意宣泄情绪，谩骂、中伤他人，侵犯他人人格尊严；

③有的人实施网络诈骗，侵害他人利益；

④有的人恶意发布暴力、色情和危害社会稳定的信息，造成恶劣影响。

【说明】不能说我们要拒绝（远离）网络。

第二框合理利用网络

1、★如何理性参与网络生活？（P17-P19）

①我们要提高媒介素养，积极利用互联网获取新知、促进沟通、完善自我。

②我们要注意浏览、寻找与学习和工作有关的信息，不可沉溺于网络，要学会“信

息节食”。

③我们要学会辨析网络信息，让谣言止于智者，自觉抵制暴力、色情、恐怖等不

良信息。

④恪守道德、遵守法律是网络生活的基本准则。只有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才能

做一名负责的网络参与者。

【说明】这个笔记考试也经常考。另外注意P19“网络无限，自由有界”这个表

述，有时选择题会颠倒写成“网络有界，自由无限”。

2、如何辨别网络谣言？（P18 方法与技能）

①注意信息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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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注官方信息。

③对信息进行多方验证。

④辨识信息内容。

⑤向他人求助。

3、★如何传播网络正能量？（P19-P20）

①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我们可以向有关部门积极提出

意见和建议，表达我们的诉求，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②我们要在网上传播正能量。我们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网络媒

介素养，共同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让网络公共空间充满正能量，

弘扬主旋律。

【说明】如果问“如何合理利用网络”，就把第 1个和第 3个问题答案凑在一起

答。

第二单元遵守社会规则

第三课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

第一框 维护秩序

1、社会秩序的种类有哪些？（P23）

社会管理秩序、生产秩序、交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

2、★社会秩序的作用？（P23）

①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秩序。

②社会秩序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

3、社会规则的种类有哪些？（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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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纪律、法律等

4、★社会规则的作用？（规则与秩序的关系）（P25）

①社会规则明确社会秩序的内容。

②社会规则保障社会秩序的实现。

【易错陷阱】“社会规则明确社会秩序的内容”不能写成“社会秩序明确社会规

则的内容”。

【选择题常考】

违反社会规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违反社会规则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框 遵守规则

1、★自由与规则的关系是怎样的？（P27-P28）

①社会规则划定了自由的边界。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它受道德、纪律、法律等社

会规则的约束。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

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②社会规则是人们享有自由的保障。

【注意】人们建立规则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

2、★我们应该如何自觉遵守规则？（P28-P29）

①遵守规则需要他律和自律。

②遵守社会规则，需要我们发自内心地敬畏规则，将规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

3、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规则？（P30）

①一方面要从自己做起，自觉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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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另一方面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提醒、监督、帮助他人遵守规则。

4、劝导的技巧（P30 方法与技能）

①有“礼”。劝导他人时最好先称呼对方，语言文明，态度和善。

②有“理”。劝导时要晓之以理。最好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告诉他：不能做什

么，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③有“节”。劝导时要注意适可而止。劝导无效时，可以向公共场所的管理机构

或管理人员反映情况。如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要机智地向他人求助，或拨打 110

报警电话寻求支援。

5、为什么要积极改进规则？（P31）

①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一些原来没有的规

则，需要制定；

②一些原有的规则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需要废除；

③一些原有的规则不能完全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需要加以调整和完善。

6、我们应该如何改进规则？（P31）

我们要积极参与规则的改进和完善，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寻求共识，积极为新

规则的形成建言献策，使之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7、如何对待规则？（P28-P31）

①自觉遵守规则。

②坚定维护规则。

③积极改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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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社会生活讲道德

第一框 尊重他人

1、★为什么要尊重他人？（P32-P34）

①（尊重是交往的起点）尊重他人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

②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个体，都希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

③尊重使社会生活和谐融洽。尊重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是文明社会的重

要特征。

2、★怎样尊重他人？（P35-P36）

①积极关注、重视他人。

②平等对待他人。

③学会换位思考。

④学会欣赏他人。

3、为什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P33）

①受到他人尊重能够增强自尊、自信，产生良好的心理体验，如满足感、成就感

等。

②如果得不到他人的尊重与认可，往往会产生自卑感、挫败感等。

4、怎样积极关注、重视他人？（P35）

①给予他人应有的、适当的关注，而不冷落、忽视他人。

②对他人的疑惑给予细致耐心的解答，对他人的请求给予热情的帮助。

5、为什么要平等待人？怎样平等待人？（P35）

（1）原因：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和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

（2）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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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人人格，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②社会生活中，我们不能以家境、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而轻视、歧视他人。

6、怎样换位思考？（P35）

①我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

②应该将心比心，体会他人的感受，理解他人的难处，包容他人，像尊重自己一

样尊重他人。

7、怎样欣赏他人？（P36）

①善于发现他人的潜质和特长

②真诚地欣赏和赞美他人的优点和闪光点

③给予他人积极的评价

第二框 以礼待人

1、礼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P37）

语言文明、仪表端庄、举止文明

2、★为什么要文明有礼？（P37-P39）

①文明有礼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前提。

②文明有礼促进社会和谐。

③文明有礼体现国家形象。

3、★怎样做一个文明有礼的人？（P39-P40）

①要态度谦和，用语文明。

②要仪表整洁、举止端庄。

③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学习、观察、思考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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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怎样做到态度谦和，用语文明？（P39）

①态度谦恭，说话和气，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②谈吐文雅，不说粗话脏话；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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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加社交活动应注意的几点（P40 方法与技能）

①容貌整洁。

②服装整洁、美观、大方。

③举止规范。

第三框 诚实守信

1、诚信的地位？（P41）

①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②诚信也是一项民法原则。

2、★为什么要讲诚信？（P42-P43）

①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

②诚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③诚信促进社会文明、国家兴旺。

3、★如何践行诚信？（P43-P45）

①树立诚信意识。

②运用诚信智慧。

③珍惜个人的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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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怎样树立诚信意识？（P43）

①我们要真诚待人，信守承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②我们不要轻易许诺，许诺的事就要做到，做不到要说明理由。

③如果我们的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就应不逃避、不推脱，勇于承认过错，主动

承担责任，争取他人的谅解。

5、怎样正确处理诚实与保护隐私的关系？（如何认识“善意的谎言”？）（P44）

当尊重他人隐私与对人诚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应遵循伦理原则和法律要求，权衡

利弊，做到既恪守诚实的要求，又尊重他人隐私。

【易错提示】

不讲诚信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

第五课做守法的公民

第一框 法不可违

1、如何理解“法不可违”？（法律的重要性）（P46）

①法律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指引作用）

②法律是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准绳。（评价作用）

③★法律是最刚性的社会规则，不违法是人们行为的底线。

2、什么是违法行为？（P48）

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危害社会的行为。

3、违法的个人原因？（P48）

缺乏规则意识，法治观念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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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书本上仅谈到了违法的个人原因，如果要完善违法原因这一问题，可以

参考以下答案：

青少年容易违法犯罪的原因有哪些？

①个人方面：道德水平低，法治观念淡薄，不能自觉抵制不良诱惑，不能明辨是

非、交友不慎等。

②家庭方面：家庭的缺失，父母的溺爱，父母疏于管教等。

③学校方面：学校管理不到位，对学生关爱不够等。

④社会方面：社会保护缺失，普法力度不够，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因素依然

存在等。

4、★违法行为包括哪几类？（P48）

（1）根据违反法律的类别分：

①民事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民事法律规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

为。

②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是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应当受到行政处分或行

政处罚的行为。

③刑事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是指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

为。

（2）根据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

①一般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相对轻微，称为一

般违法行为。

②犯罪：刑事违法行为是违法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犯罪。

【★选择题常考】区分违法行为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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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对社会

的危害

程度

违反的

法律
举例 承担的法律责任

一般

违法

行为

民 事 违 法

行为

相对

轻微

民事

法律规范

欠钱不还

侵犯肖像权

著作权

违反合同

民事责任：

停止侵害、消除危

险、返还财产、赔偿

损失、支付违约金、

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等等。

行 政 违 法

行为

相对

轻微

行政

法律规范

闯红灯

违反治安管理

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制裁：

①行政处分(警告、

记过、记大过、降级、

撤职、开除等)

②行政处罚（警告、

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行政拘留等）

犯罪
刑 事 违 法

行为
严重

刑事

法律规范

故意杀人

抢劫

刑罚处罚：

①主刑（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死刑）

②附加刑（罚金、剥

夺政治权利、没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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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驱逐出境）

联系

①★无论是一般违法还是犯罪，都要承担法律责任。（P48）（都是

违法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②二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如不及时改正，发

展下去就可能走向犯罪。

【说明】

①区分违法行为的种类，看处罚最好判断，可参考 P48 和 P54 相关链接（上表

最后一栏）

②“拘留”默认是行政拘留，适用于行政违法行为；“刑事拘留”适用于刑事违

法行为。（刑事拘留是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

由的强制方法。刑事拘留是一种强制措施而非刑事处罚手段。）

③“行政拘留”、“罚款”适用于行政违法行为，“拘役”、“罚金”适用于刑

事违法行为（犯罪）。

5、行政违法行为有哪些？（P49）

谎报险情、破坏铁路封闭网等行为都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

6、民事违法行为有哪些？（P50）

侵犯他人民事权利或者没有依法履行合同义务，都是较为典型的民事违法行为。

7、如何防范一般违法行为，做到遵章守法？（P51）

①★遵章守法是社会和谐的保证。我们要认识一般违法行为的危害，自觉依法规

范自己的行为。

②我们要分清是非，增强守法观念，严格遵守治安管理的法律规定。（针对行政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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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我们要依法从事民事活动，积极防范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既要维护自己的权

益，又要尊重他人的权益，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针对民事违法行为）

第二框 预防犯罪

1、刑法的作用和内容？（P52）

（1）作用：刑法是惩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力武器。

（2）内容：它明确规定了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对犯罪应当判处什么样的刑罚。

2、犯罪的含义？（P53）

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了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3、★犯罪的基本特征？（P53）

严重社会危害性（最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法律标志）、应受刑罚处罚性（必

然法律后果）

【说明】括号里的在相关链接里有，选择题经常考，而且经常混淆搭配，比如把

犯罪的最本质特征说成是刑事违法性。另外，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严重社会危害

性，“严重”二字也不可少。

4、刑罚的含义？（P54）

刑罚又称为刑事处罚，是指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适用的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

制裁方法，以限制或剥夺犯罪人权益为主要内容。

5、★刑罚的种类？（P54 相关链接）

（1）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2）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说明】主刑只能独立适用；附加刑既能独立适用，也能附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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