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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川省义务教育《家庭·社会·法治》 

课程指导纲要（2024年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

材指南》《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全国家

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少先队活动课程指导纲要》《青少年

法治教育大纲》《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

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教育

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等要

求，制定本纲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遵循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 15 — 

二、基本原则 

（一）时代性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关注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围绕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着力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知、情、意、行的

统一。 

（二）实践性原则 

面向全体学生，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选取典型案例，引

导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情境体验和实践活动，丰富知识，陶冶情

操，规范行为，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三）针对性原则 

立足现实、关注民生、着眼未来，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和学生成长规律进行课程设计，强调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社会

适应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会。 

（四）实效性原则 

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成长实际出发，强调培养学生适

应、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所需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 

三、课程目标 

《家庭·社会·法治》课程是一门贴近学生实际，强调以学

启思、以思导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

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为主线的综合性课程，用于全省义务教育学

校和相关单位开展班团队活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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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聚焦少年儿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以学生生活为基

础，以情境体验、案例分析和实践活动为载体，引导学生热爱家

庭、友善交往、亲近社会、热爱祖国、胸怀天下，逐步习得适应

现代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和交往礼仪，形成爱家庭、

亲社会、循法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引导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革命传统，自觉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高道德自觉、责任自觉和实

践自觉，形成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引导学生增强公民意识、国

家意识、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明辨是非，养成遵纪守法的

良好习惯，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和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公

民。 

四、课程内容及要求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社会主

义法治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等专题教育的

相关内容有机整合融入本课程和教材体系。 

（一）家庭部分 

1.了解家庭的构成，熟悉家庭的成员，明确自己的身份角

色，能更好地融入家庭生活，感受家庭的温暖；在家庭中善于

分享与表达，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初步了解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学会做家务、照顾自己，为自

己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一定基础。 

2.了解家的起源和发展，理解家规的内涵，领悟家训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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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会家风对个人成长、家庭和谐及社会进步的深远影响；

珍视和呵护家庭，自觉将家规、家训、家风融入日常生活和自

己成长与发展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积

极参与良好家庭环境的营造和家庭文化建设的实践。 

3.明确家庭成员的责任分工，增强责任担当；善于发现家

人优点，学会感恩和认可家人；正确把握家庭边界，能够以实

际行动参与家庭问题解决与家庭事务决策，维护家庭和谐，促

进民主型、学习型家庭构建。 

4.感受家庭的温暖，能够与家人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相

互支持；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学会进行家庭规划，与家

人不断学习与成长，共同提升家庭的整体品质；树立家国情怀，

具有为家庭、家乡、国家和世界发展贡献力量的远大理想和责

任担当，参与繁荣中华民族大家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

代行动。 

（二）社会部分 

1.珍惜新生活，发展新自我，确立新目标，开始新行动。知

道做好生涯规划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主题，感受生涯理想的力

量，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掌握追逐理想、提高学习效能的

方法，奏响时代最强音，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2.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自觉践行社会公

德，增强道德规范意识、道德认同观念和道德实践能力，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主动参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文明礼貌、助人

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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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悟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受党

和政府在增进文化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中的作用，厚

植中华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知礼懂仪、明德重行，做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者。4.关心家乡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成就，

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担当时

代责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奉献自己的力量，做心有家国、

胸怀天下的新时代青少年。 

（三）法治部分 

1.认知国家象征及标志，了解国家、国籍、公民的概念，树

立国家安全意识；认同并建立规则意识，理解遵守规则、公平竞

争、规则公平的意义与要求，树立国家观念、规则意识、诚信观

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了解消防安全知识、熟悉基本交

通规则，知晓常用求助电话，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做学法守法

的好少年。 

2.了解生活中的重要法律。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知晓相

关的法律规定，自觉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并知晓相关的法律法规，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理解高空抛物

的危害并知晓相关的法律规定，积极参与维护公共安全的实践；

识别毒品并明确其危害，知道国家禁毒的法律法规，普及拒毒和

防毒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理解宪法与青少年的关系。认识宪法，感受宪法对社会和

生活的重要性，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知道我国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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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务，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初步

建立宪法法律至上、民主法治等理念，增强运用法律辨别是非，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4.了解法治中国和法治四川的成就。了解中国法律体系，初

步认识法治政府和公正司法；了解四川法治体系建设成就，知道

四川法治建设新举措；了解民法典诞生的意义和内容；识别生活

中的校园欺凌，了解校园欺凌后果和相关法律法规，懂得遇到校

园欺凌应如何求助和应对，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学习自我保护方

法和技巧；了解生活中常见的不良行为、不良诱惑，防微杜渐，

远离违法犯罪；提高参与法治实践的自觉性，形成对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五、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教学的组织与实施要以本指导纲要为基本依据，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全过程；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加强与其他课程的融通，注重学生的情

感体验和道德实践；要加强教学研究，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和

学生主体作用；要有效利用各种教育教学资源，运用现代教育理

念和技术，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本课程作为班团队活动的重要课程内容，在一至八年级开

设，校内教学每年级每学期5课时。学校可采取“长课与短课相

结合”“分散节点式与集中探究式相结合”等方式实施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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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评价建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切实加强课程管理，建立课程督

查机制，将课程实施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及时督查、指导各地和

学校课程实施情况，要结合实际开展课程实施经验 交流和成果

展示，激发各地、学校和教师课程实施的积极性。学校应针对学

生的心理特征、学习特点、学习形式，把实施过程和实际效果作

为课程管理和评价的重点，采取口头表达、实际操作、社会实践

等多种方式，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

结合起来，积极探索课程实施的增值性评价、家长和社会评价，

实现多元评价。把学生学习状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之中，充分发

挥课程实施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三）教材编写建议 

《家庭·社会·法治》教材共四册，一至二年级、三至四年

级、五至六年级、七至八年级各一册。编写人员应依据本纲要，

注意与国家课程、相邻学段的相关课程相衔接。在活动设计、内

容安排、知识呈现、案例选择、素材运用、评价反馈等方面，要

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贴近学生实际，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生活实践和发展需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四）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要多方面、多途径开发并利

用校内外丰富的课程资源和教育资源。积极开发图文资料、教学设

计、教学课件、音像制品等教学资源；利用网络、影视、博物馆、图

书馆、法治教育基地、社区和家长等社会资源，增强课程实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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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各级学校应结合本校实际，发挥各自办学优势，通过“走出去”

和“请进来”的方式，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与研究积极性，积极

利用社会、社区和相关部门的有利条件，充实和完善本课程的教

育内容，调整和改进教育方式，充分体现本课程的时代性、实践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