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 小学综
合实践课活动方案(通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篇一

一、指导思想：

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从课本走向实践，
在活动中逐步养成具有基本的生活，劳动能力，观赏和辨别
的能力，同学之间互相间的交往、协作能力，逐步的观察分
析，采访、调查等能力，以及能初步掌握对小课题的研究、
探索、实验的方法，把在各科中学到的技能，在实践中能综
合运用，同时又不断增加知识，拓展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

二、年级基本情况：

五年级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实践能力，因此要逐步培养学生
一些探究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能够从生活和
学习中挖掘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主题，能够试着和同学展开小
组合作学习，在有效的活动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创新的
潜能。五年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要培养学生对生活、学习的
积极态度，使他们具备一定的交往合作能力、观察分析能力、
动手操作能力;要让他们初步掌握参与社会实践的方法，信息
资料的搜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研究探索的方法;使
学生形成合作、分享、积极进取等良好的个性品质，成为创
新生活的小主人。



三、活动目标：

1、坚持学生的自主选择和主动参与，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2、面向学生完整的生活领域，为学生提供开放的个性发展空
间。引领学生走向现实的社会生活，促进学生与生活的联系，
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开放的空间。

3、培养学生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和勇于实践的精神，注重学
生在实践性学习活动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使学生超越单一
的接受学习，亲身经历实践过程，体验实践活动，实现学习
方法的变革。

4、指导学生学习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操作方法，利用网络收集、
整理和处理信息，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

四、确定综合实践活动的主题及时间。

本学期，五年级的综合实践活动是按班级为单位开展。各班
要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确定好综合
实践活动的主题，并围绕主题制定好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
以保证活动有序深入地开展。现结合我校特色教育和语文书
中的资源，提供如下备选课题，各班可选择其中一个课题(班
与班之间不要重复)，开展相应的活动。

三月份：

主题三：《珍爱生命》：了解我们诞生的过程，珍爱宝贵的
生命，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四月份：

主题一：《净化美化校园》



认识校园的花草树木，爱护花草树木，进行除草劳动。

主题二：

开展“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实践活动 。

阳春三月，组织学生爬山，进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活动。

五月份：

主题一：《我是环保小卫士》

多途径了解并交流环保的意义，针对身边的种种环保问题，
想金点子(写倡议书、树标语牌等)

主题二：我与消防

了解消防器材的外形、名称和作用，并通过设计宣传标语，
写调查报告，让更多的人提高消防知识。

六月份：

主题一：《祖国在我心中》收看国庆影视，搜集交流祖国发
展资料;撰写爱国诗文或编手抄报。

主题二：我为家乡特产做广告。

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篇二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读句子，在括号里写出与带点词语意思相反的词。

（一）读读句子。

（二）分别说说括号中填写哪些词语。

（三）自主完成练习。第二句也可进行扩展独立找出与句字
相反的词语。

（小-大、坠落-上升等）

（四）读一读，大家评议。

二、按一定的顺序把下面的句子重新排列，在括号里写上序
号。

（一）自己读读每句话。想想每句话的意思。

（二）指生按原有顺序读读每句话，说说句子的主要意思。

说说这几句话主要讲什么事？

（三）按事情的先后顺序排排顺序，写上序号。

（四王全安）大家讨论句子的排序，说说理由。

教学反思：

给学生方法，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有自己的方法。



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篇三

为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将研究性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关心
社会发展，关注社会问题，让综合实践活动成为学生课余生
活的有益补充，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特制订本方案。

二、活动目的

为了让学生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寒假，让学生在寒假中
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受到“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感恩、
学会探究”的体验成功教育，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
活动，引领学生走入社会、走入自然、走入生活，进而丰富
学生的精神世界，提升学生的精神品质，完善学生的人格内
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
和勤于实践、勇于探索、精诚合作的精神，不断提升学生精
神境界、道德意识和能力，完善学生人格，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才。

三、活动主题

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感恩、学会探究

四、组织形式及注意事项

(一)组织形式

学生一般以个人分散活动为主，也可以自主结队活动。

(二)注意事项

1.各班主任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严格落实寒假社会实践
活动方案。结合各班级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工作，确保寒
假综合实践活动收到积极、良好的社会效果。



2.参与实践的班级和个人，要为学校和个人树立良好的社会
形象。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确保安全。不得让学生参加一些带有安全隐患的社
会实践活动。

3.开学后以班级为单位，根据方案内容及个人寒假活动情况
和实际表现，进行总结评比，评选出校级综合实践先进班级
集体、先进个人，评选结果记入班级考核。

五、选题参考

1.阅读经典，以书为友。引导学生阅读经典，用书籍点亮学
生成长的道路。假期要求五六年级每位同学至少看2-3本有意
义的书籍，1-4年级每位同学至少看1-2本有意义的书籍，并
填写好“高泽小学寒假快乐阅读记录卡”。阅读书目应从县
教研室推荐的读物中选取。

2.民俗搜集大比拼。查找过春节的习俗及变迁的资料，了解
民间传统过年风俗(过小年、吃年夜饭、贴福字、拜年、串亲
戚、元宵节等)。在实践中体会过年的气氛，感受中国年文化。
(三至六年级)

3.搜集春联我最棒。春节期间，各行各业、家家户户的对联
精彩纷呈，让学生利用寒假开展搜集春联的活动，从而体验
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祝福，感悟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一至六年级)

4.学做家务，感恩父母。安排一项家庭感恩行动，通过为父
母、长辈做饭、洗衣、整理家务、打扫卫生，或为父母、长
辈过生日等多种形式，接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表达自
己对父母、长辈的感恩之情，在活动中体验感受父母的养育
之恩。并写成日记，开学后每班择优上交3~5篇(交电子文档)。
(四至六年级)



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篇四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素质，开发
人的潜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充分的发展为宗旨。
以活动为主要形式，以实践为主要环节，要求学生积极参与
到各项活动中去，在“做”、“考察”、“实验”、“探
究”、“设计”、“制作”、“想象”、“反思”、“体
验”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
进而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增进
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二、总体目标

1、亲近周围的自然环境，热爱自然，形成自觉保护周围自然
环境的意识和初步能力；

3、了解基本的生活自理的习惯，养成勤奋积极的生活态度；

4、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养成从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发
展探究问题的初步能力。

5、通过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掌握一些信息技术、劳动
技术、社区服务等活动中的一些具体技能；并在活动中获得
参与综合实践的积极体验和丰富的经验，塑造完美人格，养
成合作、分享、积极进取等良好的个性品质，形成对自然的
关爱和对社会、对自我的责任感。

三、具体目标

1、增进学生对自然的了解与认识，增强关爱自然、保护环境
的思想意识和能力。

(1)走进自然，增进对自然的了解与认识，理解人与自然的内
在联系；



(2)关心自然环境，自主探究自然问题，具有环保意识；

(3)参与环境保护的活动，增强环境保护能力。

2、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和社区服务，增进对社会的了解
与认识，增强社会实践能力，并形成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

(1)走入社会，增进对社会的了解与认识，理解个体与社会的
关系；

(3)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养成社会交往能力，学会与他人共同
生活、工作；

(4)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具有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对社会负责
的态度。

3、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劳动技术，具有自我认识能力，养
成负责的生活态度。

(1)反省自我，增进自我认识，确立自信，树立人生理想，积
极进取；

(2)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学会适应社会生活，养成负责的生活
态度；

(3)了解与认识现代生产和劳动技术，端正劳动态度，形成良
好的劳动习惯。

4、发展主动获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养成主动获得信息的学
习习惯和主动探究的态度，发展信息素养、探究能力和创造
精神。

(1)学会自主提出问题、制定获得方案，并组织实施；

(2)形成自主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4)养成主动探究的习惯，形成问题意识，发展探究能力和创
新精神。

5、组建一支基本稳定的师资队伍，以全面推进课程改革为抓
手，加强校本教研，提高教师素质，推进课题研究工作稳步
发展。

四、资源的开发与实施

针对学校实际，我们这学期倡导主要围绕下列线索进行设计
和开发。

1、利用学科课程生成综合实践活动课题

综合实践活动不是学科课程，同时又是必修课程，不能成为
其他课程的附属品，但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综合
实践活动与各学科领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学科领域的知识
可以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延伸、综合、重组与提升；综合实践
活动中所发现的问题、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在各学科领域
的教学中拓展和加深；在某些情况下，综合实践活动也可和
某些学科打通进行。学科知识不再是唯一的学习资源，所以
我们应当突破学科教学自我封闭的僵化模式。扩展学生的知
识领域，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要使课堂成为学生整个
学习生活的策划中心，依托学科课程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把
课内外打通，对学科资源和非学科资源的开发进行一体化设
计，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引入课堂。因此，我们将考虑如
果有机地与学科内容进行整合，开发综合实践活动的活动内
容。

2、走进社会生活，生成综合实践活动课题

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很多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熟视
无睹，丰富多彩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平淡无奇的。这是因为
他们对身边的小事往往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所以引导学生



走入社会生活，获得生存体验，让学生用研究的眼光看待周
围发生的事情，从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课题进行研究，从
学生身边的小事生成综合实践活动课题，也是这次课程改革
的重要理念。如《吸烟有无毒害》、《网络利与弊》、《了
解身边的环境》等通过参观、访问、实地考察、实际参与、
亲身探究等活动，了解社会的现象与社会问题。因此，我们
将着重引导学生形成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增
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践能力，加强学校与社会、教学与生
活的联系，发掘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资源，使学生的学习生活
更充实、更有趣、更有意义和富有创造性，有效利用校外教
育资源。

3、走进自然，生成综合实践活动课题。

根据学校及周围自然环境的状况，引导学生自主地从自然环
境中发现问题，并指导学生通过观测、考察、实验、探究等
形式，收集各种自然环境的信息，关爱自然，提高环保意识，
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五、工作思路：

(一)整体构思，制订切实可行的活动纲要。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学校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充分开
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落实课程计划的要求，拓展综合实践
活动的实施空间。本学期，学校将把综合实践活动与学科课
程、特色建设、德育活动等联系起来思考，在各年级实践探
索的基础上制订出详细、全面、切实可行的活动纲要，以使
综合实践活动有序深入地开展。

(二)加强学习，提高对活动课程的认识。加强专题培训。组
织教师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及研究性学习的有关材料，综合
实践活动的优秀案例其它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论和经验文
章。让每一位指导教师都明确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意
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学科教学实践。培训的方式可以是多



样的：集中培训、教研组研讨、个人自学相结合，以“案例
式”、“对话研讨式”等学习形式使学习具有灵活性和多样
性，理论学习和实践研究联系起来，使之具有针对性和时效
性。使教师在活动中不断反思，获得实践经验。

(三)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增强交流。积极参加省、市、区组
织的教研活动，实现校内老师增强交流，本校与外校老师之
间加强交流，吸取兄弟学校开展本课程的经验，更好地推进
我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有效实施。

(四)注重过程，进行有效的实践活动指导。本课程主要以活
动为载体，以综合为特征，以实践为重点，主要以课题研究
为基本形式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以社会考察为主的体验性学
习活动等学习来开展。学生通过社会考察、讨论分析、角色
扮演、办报创作等社会活动方式，对主题进行探究、发现，
通过从不同角度对社会问题和科学现象进行研究，自己去发
现问题并作出结论。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增加学生亲身体
验的机会，经历活动中的各种感受，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创
造意志，培养学生创造性个性品质，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
注重学生的活动过程的展现。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
制定研究计划、记录活动经过、撰写小论文调查报告，要及
时了解学生开展活动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点拨、
督促，并且这些事情要力争在课堂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小
组内成员合作完成。让每个学生都在活动的过程中，亲历探
究的过程，体验成功的乐趣。加强教师的有效指导。教师要
及时参与学生的研究，预设学生将会遇到的困难，给予有针
对性的帮助与支持，尤其是方法上的指导，帮助学生找到适
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探究方式，将教师的有效指导和学生自
主选择、主动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五)关注评价，深入推进实践活动的开展。要引导学生对自
己在综合实践活动中的各种表现进行“自我反思性评价”，
收集好每次活动的方案设计、活动成果作品、反思日记、研
究报告等，及时记录自己参与综合实践活动探究的过程和体



验；开辟学生成果展示。学校可利用校园广播、橱窗等栏地
将学生的研究成果、小论文、小报告、小作品展示或展览。
让教师、家长、学生都积极参与对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过程的
评价，采用自评、互评等方式，实现评价主体和评价内容的
多元化和评价过程的动态化。

(六)加强和家长的联系，争取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能够取
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会使综合实践活动开展得更加顺利，因
此可加强和家长的联系，争取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

(七) 具体活动内容：

1、 寻找春天 学做叶画

2、认识绿色食品 学做凉菜、水果拼盘，做饺子

3、小菜园 通过采访，实地察看，了解几种蔬菜和水果存在
的主要问题，

4、 走进纸的王国 学简单的折纸、剪纸

5、零用钱的调查 调查 采访零用钱的去向

六、流程安排：

1、制订并贯彻综合实践活动计划、讨论活动内容，订好学期
活动计划。

2、召开担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指导教师培训会。组织教师
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及研究性学习的有关材料，综合实践活
动的优秀案例其它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论和经验文章。

3、按制定的计划开展活动。

4、进行阶段性的工作小结。



5、组织一次综合实践活动研讨活动。

6、收集整理活动资料。

7、完成综合实践活动学生的评价工作。

8、总结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情况，撰写专题总结。

七、活动评价

(一)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的，通过观察、记录
和描述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的基
础。本学期将充分发挥评价这一机制激发学生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的热情，通过评价让学生感受自我成长，促进自我反思，
享受成功的喜悦。

1、注重过程：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不过分强调结果的科
学性与合理性，将关注的视角指向小学生获得结果和体验的
过程，注重小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在具体操作中，教
师可以通过观察，采用即时评语的方式记录小学生在综合实
践活动过程中的行为、情绪情感、参与程度、努力程度等表
现，并将其作为评价小学生的标准。

2、尊重多元：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鼓励并尊重小学生极
富个性的自我表达方式：演讲、绘画、写作、表演、制作等、
在教师对活动做出评价的同时，通过讨论、协商、交流等方
式引导，小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相互评价。

3、注意反思：发挥评价的指导功能，引导小学生反思自己的
实践活动、通过调动小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因素，激励小学生
自觉记录活动过程〈特别是重要的细节、投入对问题的讨论、
对成果的分享及思考中，主动审视自己的利弊得失，逐步完
善自己的行动，拓宽自己的视野，达到自我反思、自我改进
的目的。



(二)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师评价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中的教师评价以下列几项为标准：(1)深刻
领会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质并以负责的态度参与这门课程的实
践；(2)不断完善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应对学生广泛的知
识需求；(3)逐步发展活动中规划与设计课程的能力组织、管
理与协调的能力、探究与问题解决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
能力、课堂教学调控能力。

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篇五

1．学习使用冒号、引号。

2．感受长辈对自己的关心希望。

学习使用冒号和引号

体会冒号和引号的用法。

一、想想冒号、引号的用法，给下面的话加上合适的标点。

（一）复习冒号引号的用法。

（二）读一读两句话，了解句子的意思，再加标点。

（三）加好标点再读一读。

（四）自查、小组互查。

（五）阅读《语文读本》中的《淘气的标点符号》

二、读下面的几段话，想想每段话是围绕哪个意思写的，先
写的什么，后写的什么？

（一）一段话，教师引导学生读完后找到围绕那一句话写的。



用笔把那句话画下来。

（二）师生合作读文中的三段话。

2．默读，想一想先写的什么，后写的什么？

3．指名说。

4．一起回忆，刚才的方法，让学生按照老师的方法来自学第
二段话。

5．交流纠正，自学第三段话，交流纠正。

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和作用教师给学生讲的过多，应该给学
生自己思考的时间，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

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篇六

一、目标与指导思想：

在学校领导的指导下，我们将进一步学习新课程标准，明确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目标，继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引导本年级段学生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深切
的体验，产生积极的感情，激发孩子研究生活和科学的欲望，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团队合作意识，从而进一步加强人际交往的能力。

二、班级情况分析：

六年级班共有学生266人。通过一个学期的接触了解，发现班
级学生热爱学习、热爱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和
强烈的求知欲，平时积极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从中得到锻炼，受到启发，培养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增
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能力。



三、具体工作及措施：

1、设情境列课题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将根据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编写的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指导与示例》及《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中所提供的内容，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创设问题的情景，让
学生从中发现问题，产生研究的欲望。激发学生去观察生活，
并对生活进行思考，制定好活动方案，自主探索，自主研究，
从而解决问题。

2、重感受促评价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置，无疑是学校课程形式和学生学习
方式的重大变革。而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则是其中最具人文
性的部分。这些评价与我们平时的评价有很多不同，他的评
价侧重于活动的过程和自己的感受，得失，是所有参与者之
间的平等交流，有自我评价、小组评价、教师评价、家长评
价等，为师生提供一种反思的参照，从而获取新的动力。他
山之玉可以攻玉，为了使评价真正发挥其交流作用，我们将
加强小组间的评价交流，将不同的活动方案进行交流，取长
补短，使活动更好地发展。

3、学理论明目标

我们将继续学习综合实践活动的有关理论丛书，针对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找有关理论，联系实际情况解决问题，
使综合实践活动更能达到预想目标，而趋于完善。

四、具体活动安排

二月份：主题《心灵驿站》

1.情系母校



2.奇妙的网络世界

三月份：主题《亲近自然》

1.水果大观园

2.巧用太阳能

四月份：主题《健康快车》

1.暖暖的红丝带

2.请勿吸烟

五月份：主题《社会频道》

1、家乡风俗

2、走访民间艺人

六月份：制作天地

1.日晷

2.森林医生——啄木鸟

3.电动小快艇

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篇七

1、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一、读句子，在括号里写出与带点词语意思相反的词。

（一）读读句子。

（二）分别说说括号中填写哪些词语。

（三）自主完成练习。第二句也可进行扩展独立找出与句字
相反的词语。

（小-大、坠落-上升等）

（四）读一读，大家评议。

二、按一定的顺序把下面的句子重新排列，在括号里写上序
号。

（一）自己读读每句话。想想每句话的意思。

（二）指生按原有顺序读读每句话，说说句子的主要意思。

说说这几句话主要讲什么事？

（三）按事情的先后顺序排排顺序，写上序号。

（四王全安）大家讨论句子的排序，说说理由。

给学生方法，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有自己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