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5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提高活动有效策略研究 
张雯 
金昌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DOI:10.32629/jief.v2i5.1493 
 
[摘  要] 综合实践课程是根据学生经验，将学生与生活、社会实际相连接的课程，能够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对知识进行综合的应用，注重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对学生的智慧增长具有深远意义。但是在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的实际开展中，由于教学脱离实际、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乏

味等原因，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严重缺乏实效性。基于以上现状，本文从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活动的应用现状出发，探究能够提高中小

学综合实践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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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应用现状 

“综合实践”课程不同于数学、语文、科学等其他学科，它对学生的

影响具有隐性价值，侧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和道德的培养。目前“综合

实践”课程并没有引起中小学校的普遍重视，其实是与没有学校制度的

保障有关，因此存在教学效率低、教学理念滞后、教学方式陈旧等问题。

同时，部分仍教师使用“教材+黑板+粉笔”讲解“综合实践”课程理论，

将与道德、实践相关的概念灌输给学生，而不是通过实际案例来教育学

生，致使教师的教学内容严重与实际脱节。教师机械地讲完教学内容，

余下时间给学生自由支配，这是现在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的一大现象，

教师的思想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学生也不重视“综合实践”课程。此外，

对于“综合实践”课的考试内容，教师会提前打印好分发给学生，让学

生在课下进行背诵。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目标都是为

了应付考试，这使“综合实践”课程失去了其实际意义，完全无法发挥

其指导学生道德发展的作用。 

2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提高活动有效策略分析 

2.1 完善学校制度，进一步提高学校的师资力量 

中小学应当完善“综合实践”课程活动的资料收集、主题确定、活

动开展、效果评价、反思改进等各个流程的制度，要求“综合实践”课

程活动的资料收集应当结合中小学生的实践问题；确定的主题须符合中

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活动的开展要保证学生的身心安全，同时兼顾趣

味性、适用性以及可操作性；对于活动的效果，应当综合学生、家长、

教师、学校的多方评价及意见；反思改进需要教师深入分析活动的效果

及作用，对活动中的不足进行改进。此外，学校应当将“综合实践”效

果评价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以提高教师对“综合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

提高其“综合实践”课程教学的能力。 

2.2 开展"小主题”实践课程，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参与性和独立思考

能力 

“小主题”实践活动的特点为周期短、范围小、内容少、形式多的特

点，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明确的任务和简单的过程，提高学生的

自主参与性。在“小主题”实践课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教

师与学生的交互也更加简便，因此其教学效果更为显著。在“小主题”

实践课程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地区的特点、学生的年龄以及学生的兴趣

点，确定较易达成的短期课程目标，如“挖野菜”，让学生与自然亲密接

触，并获得积极的体验，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 

2.3 对教学课程进行开发，借助“博客、微信”等方式提高教学的

有效性 

教师在开发“综合实践”课程时，首先要了解国家对于“综合实践”

课程的规定及要求、地方及学校的特色、相关课程的经验等信息。教师

可以利用网络的资源共享，充分了解其他学校或地区开展“实践活动”

课程的情况，避免活动主题重复，降低学生的参与兴趣。同时，学生在

进行“综合实践”课程活动中，可以向校外专家进行咨询，但在实际操

作中校外资讯的方式有很大难度，此时，教师可以利用博客、微信，建

立学生发展团队，打破时间及空间的限制，集合家长、教师等其他专家

的智慧，共同对学生的活动进行指导。此外，“综合实践”课程作为学生

的研究型学习方式，对学生的评价应当贯穿于活动的始终，评价的主体

也不应限制为教师。因此，教师、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博客、微信等通

讯平台，对教学效果和流程进行客观评价，共同推进“综合教育”课程

的变革。 

2.4 开展“项目式”学习的竞赛活动 

教师可以开展“项目式”学习的竞赛活动，如以“我是鸟类专家”

为主题，开展动物观察项目活动。为了保证项目的“真实性”，教师应当

要求学生尽量从生活中收集鸟类的资料，或者只针对一种鸟类进行延展

式研究，分析鸟类的形态特征、生存环境、迁徙及繁衍等行为。设置“鸟

类专家”以及“鸟类知识小达人”荣誉称号，给学生参与“项目式”学

习的动力。为了降低学生收集资料的难度，教师可以自制鸟类观察 PPT，

引导学生抓住研究重点。“项目式”学习是对“知识灌输”式学习的颠覆，

强调培养学生探究和解决真实性问题的能力。“真实性”的项目能够将学

生的学习可视化，即学生能够通过完成项目而获得真实的满足感，能够

看见项目的“有用”之处。 

3 结束语 

作为国家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小学应当中

分重视“综合实践”课程，完善课程制度。教师应当转变教学理念，丰

富自己的教学知识，开展多元化教学，让学生在参与“综合实践”课程

活动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经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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