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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 2001 年国家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中新增设的

一门中小学生必修课程，具有实践性、自主性、生成性、开放性、综合性等特征。综

合实践活动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以学生的兴趣和直接经验为基础，以学生生活

和学习中遇到的真实问题为内容，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为目标，强调学生通过亲历亲为获

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综合实践活动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提倡自主学习、探究学

习和合作学习。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更多

的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支持者、管理者和参与者。综合实践活动没有固

定的统一的教学内容，课程实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自主性。教师如何准确、深刻

且富有创造性地去理解、把握和驾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教学，是新课程实施中

的一个难点。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常态化实施实践研究》是 2010 年宁夏第三届基础教育立

项课题。该课题的实施实践，以行动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要方法。该课题经过三年

多的研究，突破了“研究性学习”、“劳动技术”、“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三种模式下

常态化教学实践活动，从方案的制定到活动的组织及活动设计，有了显著成果；突

破“研究性学习模式”和“劳动技术模式”下的问题内涵，模式不同，问题关注点不

同，研究的方向不同；课题的实施，带动课题学校的教师在不同领域开发不同资

源，规范化开展实践活动，角色得以体现，学生综合素质得以培养；课题的实施，使

得学校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管理制度化，常态化；课题的实施，是校本教研成果

的体现，丰富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念。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的实施实践研究》一书，20 多万字，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课题资料，第二部分是案例研究，第三部分是教师天地。这本书可参考

价值大，把握住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的内涵，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结题报

告近万字，文本规范，成果显著；第二部分核心内容是阶段性环节设计及课堂实

录，为一线教师提供非常具体的案例；第三部分核心内容是教师指导主题实践活

动后的成果。该书的出版，为我们进行综合实践活动常态化实施提供范例，尤其为

一线教师进行常态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提供模板。细细阅读，的确有不同寻常的价

值，值得学习借鉴。

赵玉林

2014 年 3 月 15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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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 题 理 论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实施实践研究》是第三

届全区基础教育教学立项课题。2010 年 4 月申请同时步入研

究，2010 年 10 月正式立项，到 2013 年 8 月结题。从时间来

看，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周期；从课题实施单位看，2010 年 4

月 ~2012 年 1 月在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2012 年 2 月 ~2013

年 8 月在金凤区高桥小学。两所学校各具特色，一所是农村

小学，规模 200 人，一所是城市学校，规模 2000 人，这就使

课题的成果具有普遍意义，课题成果能够在城市和农村学

校进行推广。《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实践研究》课题资

料为我们呈现的是课题申请报告、课题立项通知书、课题实

施方案、阶段性小结和课题结题报告。经认真编辑作为第一

部分收录书中，供广大教育工作者参考。



第三届全区基础教育教学课题

立项申请报告书

单 位： 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

课题名称：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实践研究

负 责 人： 李 月 萍 束木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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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项 申 请（此页可根据内容增加页码）

问

题

的

提

出

及

成

因

分

析

我们提出的课题是 。问题的提出，基于以下

几点原因：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学校实施的不规范，不常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新课程规定的小学

3~6 年级、初中 7~9 年级和普通高中阶段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它集中体现了我国新一轮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核心目标，是新课程的亮点，也是新课程的难点（摘自《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但是课程实施以来，我们很多学校对小学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置的目的意义不理解

使之束之高阁，有的学校虽有所行动但因对于课程理念理解的不到位导致在具体活动中放任自流，

种种原因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学校的实施不规范且不常态。金凤区在 2003 年申报了课题“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与语文学科的整合”，这一课题在 2005 年得以结题。这一课题的实施，使得我们语文

教师能够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语文学科得以整合。但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

程板块，它的实施不能以书本为中心，所以我们认识到它与学科整合的点应该是学科教学中遇到的

一些涉及生活、社会和自然实际的问题，是面对学生的“经验世界”，而不是学科的“符号世界”。我们

虽然研究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语文学科的整合，但在理念上还存在偏差，存有局限。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到底如何在学校教育教学中规范常态化成为课题提出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操作层面存在问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提出是伴随

2002 年新课程的实施提出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课程特点是基于学生生活直接经验，没有现成

的校本可参考，这样在学校操作层面，因为选择的自由度太大，范围太广，使得学生、教师反而无

从下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对教师的要求相对更高，教师的研究能力决定了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的成效。

原因之三，课程资源的遴选存在问题。因为这是一门只有大纲，没有教材的学科，教师就要通过了

解学生的生活、周围环境、本土特色来选择适合学生的主题来开展。哪些适合？适合几年级？哪些不适合？

这些主题的展开又必须因地制宜的实施，实施的过程验证主题的确定是否符合，内容的开发就显得尤

为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校本的资源开发就有了实在意义。

课 题 申 请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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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设
研
究
目
标
和
任
务

预设的研究目标：

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常态化实施实践，形成校本管理制度。以三 - 六年级为研究对

象，以“综合实践活动与学科整合”“劳技技术为主的综合实践活动”“综合性学习为主的综合实

践活动”“社会生活实践”的模式为目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实践”“传统剪纸”“我手中的布

贴”“五谷粘画”的主题开展活动，探索一系列管理制度操作方法。

2. 形成不同年级不同特色的综合实践活动主题。校本教材通过主题活动的开展，形成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校本活动主题并汇集成校本教材，使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规范化。

基

本

的

研

究

思

路

１. 在不同模式下展开研究。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践后，我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明显呈现出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以劳

动技术为载体的开发，如“传统剪纸”“布贴画”“五谷粘画”等；其二是以综合性学习为主进行综

合实践活动与学科整合的主题活动，如“植物王国”“了解无土栽培”等；其三是多样化的社会实

践活动，如“宁夏花儿”“走进森淼科技园”“设计班徽、班训、班规等社会实践活动。沿着这三条主

线，发挥好教师的智慧，学生的主体作用，进行开发。

２. 精心设计综合实践活动常态化研究的实施步骤，保证综合实践活动课题研究科学规范

化。

第一阶段：（2010 年 4 月 ~2010 年 7 月）课题研究任务：

1. 课题的准备阶段。课题组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通过前期的实践，发现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在校本实施中的问题，对问题进行梳理，确定课题,申报课题。

2. 课题主持人李月萍，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对教师的继续教育一级培训，承

担指导实践活动的教师进行二级校本培训，让教师能够从理念上理解课程意义特点，实施三个

阶段及各阶段的任务。

第二阶段：（2010 年 8 月 ~2012 年 1 月）课题研究任务：

1.加强学校对课程的管理。课题的申报的同时展开研究，沿三条基本主线进行课题的研究。

2. 管理的过程中总结形成一系列制度，包括管理制度、评价制度、组织实施阶段校本教研制

度等，制度细化、执行，促进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

3. 主题活动过程中关注课题组教师，通过指导方案比赛、学生活动方案、优质课比赛、学生

成果展等方式开展教研活动，在教研互动中，讨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跟踪分析，集思广

益，出谋划策，再次步入研究，通过这样的行动研究解决教师在指导中存在的问题，备课中存在

的问题，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展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是主题活动实施过程趋于规范和常态。

4. 突破劳动技术模式下的主题活动实施过程，形成劳技模式下“教师指导方案”基本框架；

“学生活动方案”基本框架；“教师指导活动基本流程”“成果展示”等系列成果。

第三阶段：（2012 年 2 月 ~2013 年 7 月）课题研究任务：

1. 细化主题活动实施过程，精加工过程性资料。

2. 在更多班级范围继续开展各种主题活动，规范常态化。

3. 组织进行经典主题活动的校本教材的汇编，形成 4 本校本教材。

4. 突破研究性学习模式下操作的种种问题，形成研究性学习模式下的“教师指导方案”基本

框架；“学生活动方案”基本框架；“教师指导活动基本流程”“成果展示”等系列成果。

第四阶段：（2013 年 8 月 ~2013 年 10 月）整理结题报告、汇编课题资料。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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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法

1. 行动研究法：杨龙立在《校本课程的设计与探讨》中这样阐述：行动研究完整的循环历程，

通常分四个阶段：建立策略性行动计划、执行计划、对成效加以批判反思、重新拟订新的行动计

划，对结果进行批判反省，如此周而复始发展下去。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事的根本就是去做、去行

动，做中才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必须再付诸行动才能解决，在反反复复中，形成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规范化、常态化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2.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与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吸收与本课题有关的观点，分析课题的

进程，为研究的顺利进行找到依据。郭元祥、沈旎主编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在本次课题研究的

过程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文献研究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重新研读，为理

解课程内涵指导实践发挥作用。

3. 观察法。在主题活动过程中，观察教师指导的变化，学生变化，丰富理论内涵，总结课程实

施师生的变化。

预

设

的

研

究

结

果

1. 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模式；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教学组织策略经验总

结；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课程资源开发建设的经验总结；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

施课程评价体制建设的经验总结；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总

结。

2. 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组织教师参加优质课的比赛。

3. 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参与论文的撰写，开题结题报告。

4. 完成此课题过程性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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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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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审 意 见 表

姓 名 李月萍 单 位 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

课题名称 “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开发”

评审结果 立 项

评

审

意

见

1. 建议题目修改为：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实践研究。

2. 建议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具体、明确地表述研究任务。

3. 建议进一步明确各种研究方法在本课题研究中的具体内容。

4. 建议根据研究内容及研究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明确研究思路。

5. 研究预期结果模糊，建议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明确研究预期结果的具体内容

和呈现形式。建议以下内容应该成为预期研究结果内容的组成部分：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

态化实施模式；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教学组织策略经验总结；综合实践活动校本

常态化实施课程资源开发建设的经验总结；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课程评价体制建

设的经验总结；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等。

评委签名 马学梅 程虎岗 201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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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实施实践研究”实施方案

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 李月萍 束木林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问题的提出)

我们提出的课题是 。问题的提出，基于以

下几点原因：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学校实施的不规范，不常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新课程规定

的小学 3~6 年级，初中 7~9 年级和普通高中阶段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它集中体现了我国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核心目标，是新课程的亮点，也是新课程的难点（摘

自《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但是课程实施以来，我们很多学校对小学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设置的目的意义不理解使之束之高阁，有的学校虽有所行动但因对于课程理念理解的不到

位导致在具体活动中放任自流，种种原因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学校的实施不规范且不常

态。金凤区在 2003 年申报了课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语文学科的整合”，这一课题在 2005

年得以结题。这一课题的实施，使得我们语文教师能够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语文学科得以

整合。但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程板块，它的实施不能以书本为中心，所以

我们认识到它与学科整合的点应该是学科教学中遇到的一些涉及生活、社会和自然实际的问

题，是面对学生的“经验世界”，而不是学科的“符号世界”。我们虽然研究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与语文学科的整合，但在理念还存在偏差，存有局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到底如何在学校教育

教学中规范常态化成为课题提出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操作层面存在问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提出是伴随

2002 年新课程的实施提出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是基于学生生活直接经验，没有现成

的校本，这样在操作层面，就因为太大，范围太广，使得大家无从下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

在，对教师的要求相对要高。教师的研究能力决定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成效。

原因之三是课程资源的遴选存在问题。因为这是一门只有大纲，没有教材的学科，教师就要

通过了解学生的生活，周围环境、本土特色来选择适合学生的主题来开展。哪些适合？适合几年

级？哪些不适合？这些主题的展开又必须因地制宜的实施，实施的过程验证主题的确定是否符合，

内容的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我们校本的资源的开发就有了实在的意义。

实 施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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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是我们进行课题研究的理论依

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的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

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实践性课程，它是一种经验性课程、实践性课程、综合型课程。它的特点就

是：课程资源自主开发，体现地方特色、校本特色。随着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认识和实施的不

断深入，我们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高度综合的新型课程，必须进行校本化开发，校本管

理才能保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实施。

三、课题界定(研究范围)

课题“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常态化实施实践研究”：

什么是综合实践活动：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的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

对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实践性课程。

校本：指以本校情况为根本，适合本校，能够在本校开展。

常态化：常规的、固定的一种状态，在实践过程中有固定的内容，固定的场地、固定的时间

段、有固定的教师指导进行综合实践活动。

实施：按照三个领域三条途径去操作，完善在实践中找到的可操作的途径，方法。是实践

结果的运用。

实践：实践就是“做”，是实施的前提，在“做”的过程中摸索出综合实践活动不同领域的途

径方法模式，以便于实施。

四、课题研究的目标

1.从课题本身意义出发，通过课题的开展，学校综合实践活动形成不同年级不同特色的

综合实践活动。通过主题活动的开展，规范不同模式下教师的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方案，学生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活动方案。最终能够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规范化、常态化；在这个

课题实施的过程中，同步进行综合实践活动学科教师队伍的建设。使课题组教师通过 2~3 年

的研究，通过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让教师在活动的指导过程中更好的理解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理念，从而规范教师指导综合实践活动的行为，培养教师指导综合实践活动的能力。

2.作为课题研究者，对综合实践活动的管理、操作等方面形成系列管理模式。形成综合实

践活动常态的活动模式，管理制度，常态的评价制度等。

五、课题研究内容

1.以 3~6 年级为研究对象，以“综合实践活动与学科整合”“劳技技术为主的综合实践活

动”“社会生活实践”三大领域开展“传统剪纸”“我手中的布贴”“五谷粘画”的主题开展活动，

达成以下目标：从学生角度来看，我们通过三年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形成适合 3~6 年

级的固定的主题活动，在这些固定的主题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对社会、对周围生活的观察、

动手、实践、创新、规划能力。

六、课题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3~6 年级学生；担任综合实践活动的学科教师。

2.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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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法：杨龙立硕士在《校本课程的设计与探讨》中这样阐述：行动研究的一个完整

的循环的历程，通常分四个阶段：建立策略性的行动计划、执行计划、对成效加以批判反思、重

新拟订新的行动计划，对结果进行批判反省，如此周而复始的发展下去。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事

根本就是去做、去行动，做中才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必须再付诸行动才能解决，在

反反复复中，形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规范化、常态化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章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与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吸收与本课题有关的观点，分析课题的进

程、问题，为研究的顺利进行找到依据。郭元祥、沈旎主编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将在本次课

题研究的过程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文献研究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重

新研读，为理解课程内涵指导实践发挥作用。

观察法:在主题活动过程中，观察教师指导的变化，学生变化，丰富理论内涵总结课程实

施师生的变化。

3. 研究步骤

第一阶段：（2010 年 4 月～2010 年 7 月）课题研究任务：

1. 课题的准备阶段。课题组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通过前期的实践，发现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在校本实施的问题，对问题进行梳理，确定课题,申报课题。

2. 课题主持人李月萍，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对教师的继续教育一级培训，

承担指导实践活动的教师进行二级校本培训，让教师能够从理念上理解课程意义特点，实施

三个阶段及各阶段的任务。

第二阶段：（2010 年 8 月～2012 年 1 月）课题研究任务：

1.加强学校对课程的管理。课题的申报的同时展开研究，沿三条基本主线进行课题的研究。

2. 管理的过程中总结形成一系列制度，包括管理制度、评价制度、组织实施阶段校本教研

制度等，制度细化、执行，促进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

3. 主题活动过程中关注课题组教师，通过指导方案比赛、学生活动方案、优质课比赛、学

生成果展等方式开展教研活动，在教研互动中，讨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跟踪分析，集

思广益、出谋划策，再次步入研究，通过这样的行动研究解决教师在指导中存在的问题，备课

中存在的问题，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展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使主题活动实施过程趋于规

范和常态。

4. 突破劳动技术模式下的主题活动实施过程，形成劳技模式下“教师指导方案”基本框

架；“学生活动方案”基本框架；“教师指导活动基本流程”“成果展示”等系列成果。

第三阶段：（2012 年 2 月～2013 年 7 月）课题研究任务：

1. 细化主题活动实施过程，精加工过程性资料。

2. 在更多班级范围继续开展各种主题活动，规范常态化。

3. 组织进行经典主题活动的校本教材的汇编，形成 4 本校本教材。

4. 突破研究性学习模式下操作的种种问题，形成研究性学习模式下的“教师指导方案”基

本框架；“学生活动方案”基本框架；“教师指导活动基本流程”“成果展示”等系列成果。

第四阶段：（2013 年 8 月～2013 年 10 月）整理结题报告、汇编课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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