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年级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方案(优
质5篇)

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
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
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方案书写有哪些要
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
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七年级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一

：1、反复诵读课文，体会作者对马的人格化的描写，在此基
础上积累优美的语句。

2、揣摩文中的对比描写，了解对比描写的作用，并学会运用。

3、了解作者布封，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诵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学习对比的写
法。

教学课时：2课时。

课前准备：1、阅读课文，初知大意，并借助工具书，扫除字
词障碍。2、阅读注释，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布封。

3、安排一个学生准备书法作品。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七年级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二

一、活动目标：

1、注重以“春天”为话题，引导学生积累关于春天的俗语、
谚语、成语和诗词名句，注重学生的文化积累，以提高学生
的文化素养。

2、通过寻觅春天，观察春天的踪迹，让学生深入认识大自然
的物候特征，了解一点生命在春天里成长变化的过程与特点，
培养热爱春天的感情。

3、在观赏春天、赞美春天的活动过程中，加深对春天的体验
和感悟，培养初步的自然观赏与艺术欣赏能力。

4、学会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悟和感情，培养能将描写
与抒情相结合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活动课时：

三、课时安排：2课时，第1课时学生集中活动。第2课时学生
自由作文。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播放《春天在哪里》歌曲引入。

2、引导学生诵读写春天的名篇；

3、朱自清的《春》；杜甫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总给人带
来许多希望、生机，古往今来，许多画家、散文家、诗人都
会用自己的传神之笔，去描写春天的景象。



1、出示《江畔独步寻花》，回忆学习：作者听到、看到、想
到――用诗表达热爱春天的感情。（由诗的改写引导学生尝
试仿写诗，进行能力训练。）

2、出示朱自清《春》学生倾听，看看作者是抓住春天的哪些
景物的特点来描写美好的春天的。

3、引导学生说说自己发现春天在哪里？

4、师：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冰心奶奶对春
天的理解）

（二）在我们周围，你发现春天在哪里？

（三）描写春天的资料有哪些？

a成语中的“春天”

b、诗文中的“春天”

c、绘画中的“春天”

d、现实中的“春天”

e、我心中的“春天”

（四）活动要求：

a组：收集能够描写春天成语的，不少于10个，请选择其
中6―8个写一段话，描绘春天。

b组：收集诗词中写“春天”的名篇名句，写一段赏析的文字。

c组：创作一幅“诗画”。给一幅有关春天的画题诗或者为诗



配画。

d组：现实中“春天”：春天自然风光在变，人也在变，同学
们的目光脚步乃至整个心态是不是因为沐浴了春天的春风、
春雨和春光变的更加明澈，矫健和朝气蓬勃了？请描写春天
的风景画和人情画。

e组：春天到了，一定会引发你很多思绪和感触，请用优美抒
情的语句写出来。

七年级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三

布封的马为我们展示了两种生存状态下的马，它们各自的最
大特点是驯良与自由。下面我们来欣赏这两种马的生活片段。

二、延伸、拓展

1、教师用多媒体播放有关家马、野马的生活画面，请学生欣
赏。

2、请同学谈自己欣赏哪一种马，并陈述理由（教师要鼓励学
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要受作者的影响）。

3、讨论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下例问题：

1）家马的驯良的天性吗？请联系自己的学习生活，谈谈自己
的观后感，并就目前的教育现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

讨论结果略。

三、品味语言，学以致用



导入

语：本文既是一篇科普说明书，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它不
仅让我们受到诸多启发，而且在语言上、行文上也有许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1、在四人小组内，交流自己摘录在资料卡的语句，并陈述自
己的理由。

教师要注意参与到活动当中，引导学生去体会文中人格化的
描写。

2、再读课文，了解对比的运用及其作用。

1）找出文中对比描写的相关内容，并思考其作用。

2）学生在小组内交流并推举同学到班上交流。

3）教师对学生的交流结果进行概述：就全文来看，作者是将
家马与野马作比，以家马的驯良来衬托野马的自由奔放，就
最后一段来看，是以其它动物来衬托马的美貌。

3、用对比方法写一段话，描绘自己喜欢的动物，要求重点刻
画其外貌，字数在150字左右。

4、班上交流写作片段。

四、作业

1、抄写“读一读，写一写”中的词语，并任选五个词语造句。

2、课外阅读布封的《松鼠》或其他作家写动物的文章，作读
书札记（一周内完成）。

[附]板书：



家马：驯良——同情

作比较，

野马：自由——欣赏

突出事物的特点

七年级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四

一、活动目标：

2．过程与方法：教师按学生的兴趣以及有关马的知识性质把
学生分成六个小组；

自主探究实践活动，三五天内进行收集整理，小组归纳相关
课题的知识；

活动课展示，由每个小组的组长主持本组的展示．

3．情感与态度: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并树立崇
尚真知的情感．

二、设计理念：以活动的形式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真知的能力,
重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三、资源与教具：报刊、书籍、字词典、投影仪|、其他相关
资料.

四、活动展示：

1．教师播放的歌曲，导入课题．

3．下面有请第一个小组的组长上台，主持你们收集内容的展
示.第一小组组长上台主持：



第二组组长（）上台主持：以此往下请出其他各组的组长主
持课堂．

5．第六组组长主持完，教师提出如下问题，供学生讨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你认为是先成为千里马重要呢？还是
先有伯乐更重要？

6．生讨论

四、教师小结该课：

（附各组课题及要求于后）

各组课前收集课题及要求：

一组：收集有关马字的书法演变历史，课上板书之；

收集古车马知识、名马知识，各派代表讲述．

二组：收集有关马的成语、俗语、名句．录于灯片；

课上读之，并每人解说其一．

三组：每人用自己的方式画一幅马画，课上展示，评优．

收集徐悲鸿的》八骏图》，展示，并每人给这幅画一句话的
评价．

四组：课上派代表读教材中收录的有关马的文艺作品，

每人围绕任一作品对其中的马的形象说一句话．

五组：收集有关马的故事，课上讲这些故事．



六组：录韩愈的》马说》及译文于灯片，课上齐读，

代表译之，代表评之．

课后反思：

课前准备，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获得检
索资料的具体任务后，人人都是主人翁，为了在课上表现自
我，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努力查找资料，咨询教师，共同
探讨。课前，他们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和同学，和教师探
讨学习的机会，从中学会了检索资料，学会了交流，学会了
收集整理资料。

课上孩子们的表现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由于课前，他们作
好了充分的准备，课上个个跃跃欲试，生龙活虎，每个组都
分派了一个主持人，主持本组的活动。每个同学都有上台展
示自己的机会，他们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角，教师是课前是
导演，课上则退居二线，成了配角。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们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课后我问一位同学喜不喜欢这
样的课，他满心欢喜的告诉我：爽呆了！我们准备的材料，
根本就没法展示完。

不足之处：学生主持活动，缺乏经验，时间把握不是很好，
个别组别出现了超时现象，影响了其他组的展示时间。

七年级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五

双流县合江初中 高贞富 jan-06

一、设计理念：以活动的形式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真知的能力,
重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二、活动目标：



3、情感与态度: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并树立崇
尚真知的情感．

三、资源与教具：报刊、书籍、字词典、投影仪、其他相关
资料.

四、活动展示：

1．教师播放骏马奔驰跑边疆的歌曲，导入课题．

3．下面有请第一个小组的组长( )上台，主持你们收集内容
的展示.

第一小组组长（ ）上台主持： ……

第二组组长（ ）上台主持：……

以此往下请出其他各组的组长主持课堂． ……

5．第六组组长主持完，教师提出如下问题，供学生讨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你认为是先成为千里马重要呢？还是
先有伯乐更重要？

6．生讨论……

四、教师小结该课：

（附各组课题及要求于后）

各组课前收集课题及要求：

一组：收集有关马字的书法演变历史，课上板书之；

收集古车马知识、名马知识，各派代表讲述．



二组：收集有关马的成语、俗语、名句．录于灯片；

课上读之，并每人解说其一．

三组：每人用自己的方式画一幅马画，课上展示，评优．

收集徐悲鸿的》八骏图》，展示，并每人给这幅画一句话的
评价．

四组：课上派代表读教材中收录的有关马的文艺作品，

每人围绕任一作品对其中的马的形象说一句话．

五组：收集有关马的故事，课上讲这些故事．

六组：录韩愈的》马说》及译文于灯片，课上齐读，

代表译之，代表评之．

课后反思：

课前准备，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获得检
索资料的具体任务后，人人都是主人翁，为了在课上表现自
我，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努力查找资料，咨询教师，共同
探讨。课前，他们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和同学，和教师探
讨学习的机会，从中学会了检索资料，学会了交流，学会了
收集整理资料。

课上孩子们的表现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由于课前，他们作
好了充分的准备，课上个个跃跃欲试，生龙活虎，每个组都
分派了一个主持人，主持本组的活动。每个同学都有上台展
示自己的机会，他们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角，教师是课前是
导演，课上则退居二线，成了配角。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们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课后我问一位同学喜不喜欢这
样的课，他满心欢喜的告诉我：“爽呆了！我们准备的材料，



根本就没法展示完。”

不足之处：学生主持活动，缺乏经验，时间把握不是很好，
个别组别出现了超时现象，影响了其他组的展示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