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政治教案]第二框享受健康的网络交往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2021_2022__5B_E5_88_9

D_E4_B8_AD_E6_94_BF_c38_58275.htm 教学目标： 1、能清楚

地知道网络交往的原则并严格地遵守。 2、在网络交往中学

会保护自己，区分良莠。 （一）教学难重点： 教学难点：如

何抵制网络垃圾（黄毒）的诱惑；正确理解“网络世界不是

随心所欲，它和现实世界一样需要遵循共同的规则”的道理

。 教学重点：使学生懂得“网络交往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让学生学会在网络生活中自我保护的有效方法，积极预防

网络危害。 （二）教学过程及建议： 第一环节：我为梅平出

主意( P72 ) 教材讲述了一个梅平交网友的故事，要学生结合

具体情景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梅平能与天马见面吗?为什

么? 这里会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能”。理由是：网上沟通得

好，也许网下能做朋友。并非所有的网友都是坏人；与人交

往总是要从陌生人开始。另一种是“不能”，梅平只是八年

级的女学生，假如见到的是坏人呢，不一定能斗得过他，太

危险。不能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放弃必要的警惕，否则后

悔莫及。讨论中要让学生把各自的意见都摆出来，让他们自

己做出判断。 第二，梅平会见天马，可能有几种情况？这些

结果会对她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这里至少有三种结果。一

是好的结果，遇到一个好人，做了生活中知心的朋友，成为

一段佳话。二是很坏的结果，网友是名不法分子，对梅平作

出身心伤害，给梅平今后的生活留下阴影。三是失望，网友

气质极差，与网上所伪装的不一样，自然分手。 第三，梅平

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还可向谁求助? 向父母、师长，以及



身边熟悉、信任的人求助；向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求助。 由于

中学生对新奇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缺乏生活经验，辨

别是非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抗诱惑能力还需提高，所以设计

这个活动，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加强了安全防范意识。 第

二环节：抵制网络垃圾的诱惑( P73 ) 教材讲述了一个小齐的

故事，让学生结合具体情景讨论如何抵御黄毒。并提出了三

个问题（让同学们分组讨论）： 1．小齐如果长期沉溺其中

，会有什么后果? 身体受伤害，心理受伤害，学习受到严重干

扰，正常的生活受影响。如果处理不好，还会走上违法之路

。 2．小齐如果想了解科学的性知识，有哪些正当渠道? 认真

上健康课；找正式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打当地性教育热线

电话------ 3．小齐看过黄色网页后，应该如何控制自己的冲

动? 应该从正当渠道了解青春期性生理、性心理的有关知识；

有困惑与父母、教师交流；远离与性有关的书籍与画面；转

移注意力，通过强度较大的体育运动释放过多的能量；培养

多种生活情趣，从关注人的生理向关注人的精神层面转变；

生活要有长远规划，让自己忙碌起来。 老师在指导学生讨论

时，要用正确价值观予以点拨。比如：让学生知道生活无目

标、没有追求，人容易被身边的小石子绊倒。人如果只停留

在对生理的满足上，会忽略社会性一面，降低自己为人的高

贵性。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通过意志，克制自己的冲

动。青春期的冲动需要稍稍冷却，用多余的精力去干其他更

有价值的事情。 还应当指出：诱惑永远存在，不法分子也在

利用先进的现代科技，只有提高自己的自护意识，努力完善

自己，才能免受各种网毒的伤害。 第三环节：理解“网络交

往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首先，提出问题：网络世界是虚拟



的，我们的思想纵横驰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网络上为所

欲为呢？你如何看待网络交往的“自由”?这种自由有没有限

度?让学生展开讨论。这是本课时的难点与重点所在，意在帮

助学生澄清认识。这一点做到了，后续的上网要守德与守法

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从“没有约束的网络世界将会怎样”来考虑。） 其次

，在认识“网络世界需要约束”之后，教师提出第二个问题

，即：网络交往需要遵守哪些规则？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

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可以借鉴“现实生活中的交往需要遵

守的规则”来考虑。即首先要学生思考和分析我们在现实生

活中的交往需要遵循哪些规则？对这个问题，同学们肯定不

陌生，可以说出许多规则，如要尊重对方，诚实守信，对自

己的言论负责------ 然后链接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引出

了网络交往和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一样需要遵守的第一个规则

，即遵守道德。只要与人交往，就有道德问题。网络交往当

然要遵守道德。教材列举了一些应该恪守的道德准则作为结

论。这是我们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

意的问题： 就本课的教学目标来看，教师要避免把重点放在

“辩论网络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对于这个内容

七年级就应该解决；再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成为生活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网络已不再是新事物

，所以，再来讨论“利弊谁大谁小”的问题已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教学重点应该“充分认清网络的特点，引导学生如

何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避免网络的不良影响，过健康有益的

网络生活”这个主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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