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式综合实践活动 综合实践活
动课走进秋天教案(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小学式综合实践活动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丰富学生的歇后语仓库，激发他们学习语文的兴
趣。

2、引导学生理解和运用歇后语。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竞争意识和与同学团结协作的精神。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激趣：

今天，我们举行一次有趣的活动，希望各组同学能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通过活动，相互学习，增长见闻，丰富知
识，这就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希望同学们团结协
作，畅所欲言，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2、导入：



师问：同学们，老师的这段话由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导出活动主题——趣说歇后语）

3、探究歇后语的来源，特点，种类。（出示课件）

二、开展竞赛。

1、出示课件：

第一关：初试身手。（抢答题）

（1）规则：各组根据歇后语的前半部分，说出歇后语的后半
部分，谁先举手谁先答，答对一个得5分。

（2）活动开始。

（3）公布积分。

2、出示课件

第二关：积累展示。（必答题）

（1）规则：每组推荐一名同学说歇后语，看哪组说得多，说
得多的得10分，少的得5分，错误不记分。（限时1分钟）

（2）活动开始。

（3）公布积分。

3、出示课件

第三关：学以致用。（抢答题）

（1）规则：谁先举手谁回答，答对得10分，错误扣5分。



（2）活动开始。

（3）公布积分。

4、出示课件

第四关：自由空间。（必答题）

（1）规则：语言流畅，运用恰当得10分，次之得5分，错误
不得分。师生共评，老师定档。

（2）活动开始。

（3）公布积分。

三、评选冠军发奖品。

四、课外作业。（出示课件）

五、小结。

在这次活动中比赛不是目的，而是让大家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明白了团结协作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重要。希望同学们在
今后多读多看歇后语。并在说话和写作中恰当的运用。

小学式综合实践活动篇二

1、明确“啊”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发音。

2、掌握“啊”音变的基本规律。

3、会读、写含有语气词“啊”的音变句子。

1、“啊”音变的基本规律。



2、有感情读出含有“啊”的句子。

1课时

（一）课前练习：

1、句前“啊”与句后“啊”的尝试朗读练习。

（啊，真美！真美啊！啊，真好！真好啊！啊，真甜！真甜
啊！）

2、尝试给句前“啊”与句后“啊”注音。

（二）师生总结句前“啊”的读音规律。（“啊”在句前都
读“a”）

（三）学生尝试句后“啊”的.读音与注音（板书课
题：“啊”的音变）

（四）句后“啊”的读音、注音的6种规律。（展示课件）

（五）学生自我总结变音规律。（读变音表）

（六）练一练“啊”读音并注音的有关句子。

（七）出示去年的考试题，加深练习。

（八）学生分组对话朗读练习。

（九）段篇的`朗读训练。

掌握了啊字的音变规律，说话、朗读时就能做到正确、流利、
有感情。根据“啊”字的音变，书写时可以有形式上的区分。
如“呀”、“哇”、“哪”，也可以用一个“啊”字表示。
但在朗读时，一定按照“啊”字的音变规律去读。



（美文朗读）

板书：“啊”的变音

句前“啊”句后“啊”

小学式综合实践活动篇三

1、了解一次性物品对保护环境的影响。

2、搜集和整理资料；学习处理调查数据。

搜集和整理资料；学习处理调查数据

一、导入课题

1、讲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被眼前出现的一幕幕情景所震惊：
公路沿线两旁满地被丢弃的盒盒袋袋、瓶瓶罐罐，一眼望不
到边际；隆冬季节，光秃的树枝上挂满白色的塑料袋和塑料
薄膜，被狂风吹得飘飘扬扬，哗哗作响，如同招魂的白幡，
而在车站，码头或是闹市街头，扔在地上的一次性塑料饭盒
令人触目惊心。春季的郊外在才发有新绿的庄稼地里，星罗
棋布地撒满了白色地膜和废弃塑料袋，使踏青的人们多了一
份无奈而少去了春日踏青的情趣。所有这一幕幕的情景预示着
“白色污染”已悄然来临，同时也唤起人们对“白色污染”
的防治意识。

二、学习新课：

1、动员准备阶段

（1）、看报道，初步感知什么是“白色污染”及其危害



在确定课题之后，一些学生对主题的实践研究已经有了一定
的构想，然而要想让学生在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围绕关键问题
有效地展开研究，还必须让他们对自己所研究课题的范畴有
一定的认识。于是，我让孩子看了一则报道：

“白色污染”对人类的伤害究竟有多大？所谓“白色污染”，
是人们对塑料垃圾引起环境污染的一种形象称谓。它是指用
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各类生
活塑料制品被使用后所弃置的固体废物。由于随意乱丢乱扔，
并且难于降解处理，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据报道，非降解塑料制品在生产、使用、回收等环节都存在
严重问题，首先，一些发泡性塑料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发泡剂，破坏大气臭氧层，有的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有
些人用这种塑料制品盛装食物，有的商家甚至把做好的热饭
倒入塑料袋让消费者带走食用，而当温度达到６５℃以上时，
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就会渗入食品中，对人的肝脏、肾脏、
中枢神经等造成损害。如果在使用后随意丢弃，还会造成严
重环境污染，入土掩埋很难降解，有的甚至在土壤中会存在
１００年以上，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持久性的污染。

2、收置收集资料：

搜集的资料内容：

（1）什么是“白色污染”？

（2）搜集、查找关于“白色污染”危害的资料；

（3）查找有关治理“白色污染”的方法；

提出要求：同学们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要通过自己的整理有
效的把内容呈现出来，以供大家查阅。



3、时间安排：课余时间和周

六、周日。

4、教给获取资料的方法。合理分工，搜集资料；把学生分成
若干小组，分别到图书馆、书店、访问调查以及上网查找、
搜集资料。

小学式综合实践活动篇四

1、通过欣赏想象，培养学生的美感。

2、扩展阅读面，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口
头表达能力、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等语文综合素
质。

3、感受语言的.作用与美妙，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的喜爱之
情。

搜集吟咏荷花的诗词佳句;多媒体课件。

课前词语活动：

接首尾：

例：

文文学学习习作作文

看谁能用最快的速度做好接首尾。

咏荷荷花花儿儿歌歌咏;

咏荷荷花花枝招展展出出山山歌歌咏;



咏荷荷花花好月圆圆满满腔热情情歌歌咏)

一、吟诗赏画，激趣引题。

1、看画对话(课件出示图片)看着这幅图，你想到了什么?想
说什么?

2、齐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课件出示古诗与相关图片)

3、自由对话谈感受：诗如何?话怎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揭题：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历来倍受文人墨客的推
崇吟咏，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咏荷。(揭题)

二、自由对话，了解荷花。

1、你们对荷花有哪些了解?

2、出示荷花知识卡片。(课件出示)

三、视觉享受，吟咏朗诵。

1、视觉欣赏。(出示相关图片风光)

边看边想。看到这么美的画面，你想到了什么?

3、课件出示写荷花的诗词散文。

(课件出示《采连曲》、《小池》、《如梦令》、《清贫乐》、
《山居秋暝》、《池上》、《荷塘月色》)

自由选择朗诵

四、再次欣赏，直抒胸臆。



1、再次欣赏画面，边看边想，你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想到了，还可以马上记下来。

2、自由抒怀。自由选择吟颂方式。

五、自我小结，引申激趣。

1、自由说这节课自己最大的收获。你上好课后，想干什么?

2、说本次活动灵感来源，希望学生对感兴趣的知识深入学习
研究，多做摘记或知识卡片，有灵感随时记录。

3、自由吟颂。可读可摘可写可画，自由选择方式。(课件出
示选择作业)

小学式综合实践活动篇五

编写教案要依据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
精心设计。一般要符合以下要求:明确地制订教学目的，具体
规定传授基础知识、培养基本技能﹑发展能力以及思想政治
教育的任务。小学体育活动课的教案，我们来看看下文。

活动日标

开展系列拍球活动，使幼儿喜欢拍球．提高拍球的技能，并
在活动中渗透小班数学教育内容，发展幼儿一一对应、点数、
比多少的能力。

活动材料与相关环境设计

球若干。记录个人拍球次数所需要的小笑脸若干，记录图表。
创设主题墙饰dd《快来拍球吧!》，其中包含了幼儿拍球练习
的照片。幼儿的个人拍球记录，集体的拍球汇总。



活动准备

教师应该在开展拍球活动前对本班幼儿进行一次拍球能力的
前测，了解幼儿的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为以后有针对性地
制定分层指导策略做准备。

活动过程

1．活动的引入：教师可以有意识地用游戏的形式，或者在观
察到本班有幼儿开始关注时引出拍球活动。

2．教师和幼儿一起尝试拍皮球，以了解孩子拍球的现有水平。

(根据孩子们的表现，我们决定根据不同幼儿的实际水平和发
展需求制定相应的指导策略。于是，我们先对每个幼儿进行
了初测，并按照幼儿的不同水平和体能达标的标准划分了四
个层次。

层次一，不会拍球的幼儿有7人，占班级总数的`24％。他们
基本上没有建立拍球的概念，就是把球往地上一扔，根本没
有想到要伸手拍球。还有的幼儿受到手眼协调能力的限制拍
不到球。

层次二，不连贯地拍一两个球的幼儿有12人，占班级总数
的41％。球弹起来后，幼儿在拍球的时候总是不知道怎样控
制手的力度，不是把球拍高，球跑了，就是拍得太轻，球弹
不起来。

层次三，能连续拍5个以内的幼儿有6人，占班级总数的2l鬈。
本层次的幼儿掌握了拍球的基本技能，但在操作过程中可能
受到周围环境、同伴干扰，或是自身对技能掌握得还不牢固
等，不能很好地把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层次四。能连续拍球5个以上的幼儿有4人，占班级总数



的14％。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拍球的技能，有的甚至能够连续
拍三四十个。

3．调整难度。分层指导

层次一：请两个会拍球的小朋友表演。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发
现拍球的方法dd皮球落在地上以后，马上用手找到皮球，用
力地拍，小皮球就会不停地跳起来。

(在反复练习中，虽然该层次的幼儿还没有掌握拍球的技巧，
但是已开始具备了拍球的意识，完成了最初的拍球动作，这
在他们原有基础上是一大进步，教师要及时表扬。对于手眼
协调能力较弱的孩子，教师要手把手地和他们一起拍球，告
诉他们眼要看着球弹起来的方向，手也要往那儿伸。为了迅
速地提高幼儿手眼协调能力，在教室的活动区域中可同时投
放练习手眼协调的玩具。)

层次二：进行拍球动作的分解。先让孩子们把球用力扔在地
上，在球上弹的时候尝试用手接住球。经过这样的反复练习，
使幼儿感受球的上弹，掌握上弹的距离。在看到幼儿能够比
较熟练地接住上弹的球以后。教师提示幼儿不再用手接球，
尝试用手掌拍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