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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走进社会生活第二课 网络生活新空间



教学内容分

析

1.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初中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上册统编版（部编

版）（2024）》第一单元“走进社会生活”中的第二课“网络生活新空间”
。本节课将围绕网络的特点、网络生活的利与弊以及如何理性参与网络

生活等方面展开讲解，旨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生活，提高网络安全

意识和信息素养。

2.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第一课“社会生活有规则”为学生介绍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

本节课的网络生活新空间是对第一课内容的延伸和拓展，让学生了解网

络这一特殊社会空间的基本规则。

（2）学生在小学阶段已经接触过网络的基本知识，本节课将帮助学生

进一步深化对网络的认识，了解网络生活的特点，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3）本节课涉及的网络道德、网络法律等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

相连，有助于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提高道德素养和

法治意识。

核

心

素

养

目

标

分

析

本节课的核心素养目标主要包括信息素养、法治素养和社会责任素养。

1. 信息素养：培养学生正确获取、分析和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在网络

环境下的信息识别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其能够理性参与网络生活，避免受到不

良信息的影响。

2. 法治素养：通过学习网络法律知识，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使其在网络生活中

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

3. 社会责任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培养其在网络空间中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能够自觉抵制网络不良行为，为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

境贡献力量。

教学难点与

重点

1. 教学重点

- 理解网络的积极作用：通过举例说明网络在信息传播、学习交流、娱

乐休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在线学习、获取实时新

闻、开展社交互动等。

- 掌握网络安全知识：强调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识别网络谣

言等网络安全知识，例如如何设置复杂密码、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不

轻信网络中奖信息等。

-



 培养网络道德观念：让学生认识到在网络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如

尊重他人隐私、不恶意攻击他人、不传播不良信息等。

2. 教学难点

- 网络成瘾的危害与预防：难点在于让学生深刻理解网络成瘾对身心健

康的影响，并学会如何预防。例如，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认识到长时间

沉迷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合理安排时间，避免过

度依赖网络。

- 网络法律法规的理解与应用：难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并能够在实际网络

生活中应用网络法律法规。例如，通过讲解具体案例，让学生明白网络

谣言的法律责任，以及如何在遇到网络侵权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网络道德规范的实践：难点在于引导学生将网络道德规范转化为自身

行为，如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在模拟网络互动中学

会尊重他人、文明用语。

教学资源准

备

1. 教材：

- 确保每位学生都配备了《初中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上册统编版（部编版

）（2024）》教材，以便于学生跟随教学进度进行学习和复习。

- 教师应提前备课，熟悉教材内容，准备好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2. 辅助材料：

- 图片资源：收集网络使用的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的图片，如网络安全

宣传海报、网络诈骗实例截图等，用于课堂教学展示。

- 图表资源：制作网络使用时间分配图表、网络安全意识调查问卷结果

图表等，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网络使用情况。

- 视频资源：

- 网络安全教育视频：包括网络安全知识讲解、网络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等。

- 网络道德教育视频：展示网络礼仪、网络文明互动的实例。

- 网络法律法规宣传视频：介绍网络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如《网络安

全法》的主要内容。

- 文字资料：准备相关的文章、案例材料，如网络成瘾的报道、网络谣

言的案例等，用于课堂讨论和阅读。

3. 实验器材：

- 电脑及网络连接：确保教室内的电脑可以正常连接网络，用于展示网

络资源、进行网络搜索等教学活动。

- 投影仪及屏幕：用于投影教学辅助材料，以便全班学生共同观看。

- 无线话筒和扩音器：确保教师的声音清晰传达给每一位学生。

4. 教室布置：

- 分组讨论区：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安排一个讨论区，便于学生

进行小组讨论和合作学习。

- 实验操作台：如果需要进行网络实验或模拟活动，准备相应的操作台

，确保每个小组都能进行实践活动。

- 展示区：设置一个展示区，用于展示学生的作业、讨论成果等，增强

学生的成就感和参与感。

5. 教学互动工具：

- 问答系统：使用在线问答系统，让学生通过手机或电脑参与到课堂问

答中，增加课堂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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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系统：使用在线投票系统，进行课堂即时调查，了解学生对网络生

活的态度和认知。

- 小组评分表：准备小组评分表，用于记录小组讨论和活动表现，激励

学生积极参与。

6. 教学反馈工具：

- 课堂反馈问卷：准备课堂反馈问卷，用于收集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理

解和建议，以便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教学过程设

计

1. 导入环节（5 分钟）

- 创设情境：播放一段关于网络利与弊的新闻剪辑，让学生初步感受网

络生活的两面性。

- 提出问题：询问学生日常生活中网络的积极作用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并分享自己的网络生活体验。

2. 讲授新课（20 分钟）

- 网络的积极作用（5 分钟）

- 讲解网络在信息获取、学习交流、娱乐休闲等方面的优势。

- 展示网络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教育 APP 等，让学生了解网络学习

的便捷性。

- 网络安全知识（5 分钟）

- 强调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识别网络谣言等网络安全知识。

- 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 网络道德观念（5 分钟）

- 讲解网络道德规范，如尊重他人、文明用语、不传播不良信息等。

-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网络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

- 网络法律法规（5 分钟）

- 介绍网络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如《网络安全法》。

- 通过实例讲解，让学生明白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

3. 巩固练习（10 分钟）

- 分组讨论（5 分钟）

- 将学生分成小组，讨论网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解决方法。

- 每组选代表分享讨论成果，教师给予点评和指导。

- 实践活动（5 分钟）

- 设计一个网络安全的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模拟不同角色，如网络安

全专家、网络用户等，进行互动交流。

- 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

4. 课堂提问与师生互动（10 分钟）

- 提问环节（5 分钟）

- 教师提出问题，如“网络对你生活的影响有哪些？”、“如何提高网络安

全意识？”等。

- 学生回答问题，教师给予反馈和点评。

- 互动环节（5 分钟）

- 利用在线问答系统，进行课堂问答，增加互动性。

-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导讨论，深入探讨网络生活的各个方面。

5. 总结与反思（5 分钟）

-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网络生活中的重点知识。

- 学生分享本节课的学习收获和感悟，教师给予肯定和鼓励。



6. 作业布置（5 分钟）

-



 布置相关的课后作业，如撰写网络生活心得体会、制作网络安全宣传海

报等。

- 强调作业要求和提交时间，确保学生能够按时完成作业。

学生学习效

果

学生学习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掌握方面：

- 学生能够理解并掌握网络生活的基本特点，认识到网络在信息传播、

学习交流、娱乐休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 学生能够了解网络安全知识，包括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识

别网络谣言等，提高自身的网络安全意识。

- 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学会在网络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

，尊重他人、文明用语、不传播不良信息。

- 学生能够理解网络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明确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

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

2. 能力提升方面：

- 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能够提高信息素养，学会正确获取、分析和

利用网络信息，增强信息识别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 学生能够提升法治素养，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

- 学生在小组讨论和网络角色扮演活动中，提高了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

表达能力。

3. 情感态度方面：

- 学生对网络生活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能够理性看待网络生活中的利

与弊，形成健康、积极的网络态度。

- 学生在网络安全、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律法规的学习中，增强了对网络

不良行为的抵制意识，培养了正确的价值观。

- 学生通过课堂互动和实践活动，增强了对网络生活的热爱，激发了进

一步探索网络世界的兴趣。

4. 实践应用方面：

- 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如合理安排网络使用时间、避

免泄露个人信息、识别网络谣言等，提高自身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 学生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环境中，能够践行网络道德规范，为营

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贡献力量。

- 学生在遇到网络侵权等问题时，能够运用网络法律法规知识，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5. 综合素养方面：

- 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信息素养、法

治素养、社会责任素养等。

- 学生在课堂互动和小组合作中，培养了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合作意

识。

- 学生在课后作业和实践活动过程中，锻炼了自我管理能力和创新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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