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安排方案 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方案(大全6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怎样写方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方案应该怎么制定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安排方案篇一

1、教育学生懂得吃瓜果的卫生。

2、让学生懂得吃不干净的瓜果有害健康。

生吃瓜果必须要洗干净。

生吃瓜果必须要洗干净。

多媒体

你们爱吃水果吗？吃水果前洗不洗手？削不削皮？

1、吃瓜果有什么好处呢？

瓜果的营养丰富、香甜可口，有助于消化，人人都喜欢吃。

2、生吃瓜果为什么要彻底洗干净呢？

3、吃了不干净的水果有什么危害呢？

4、学生讨论回答。

5、教师小结：



瓜果蔬菜在生长中除了需要阳光、水分外，还需要很多的粪
便和农药，粪便中有很多的细菌、虫卵，很容易污染瓜果蔬
菜，农药也残留在上头。另外，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也易
被病菌污染。假如我们生吃这些食物时没有洗干净，很容易
把细菌、虫卵及残留农药吃到肚子里，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其
他疾病。

所以，当我们生吃这些食品时，必须要用流动水彻底洗干净，
能削皮的削皮，不能削皮的用热水烫一烫。道“病从口入”，
像肠炎、痢疾、肝炎、蛔虫病等，就是嘴巴这个唯一的入口
吃进去的，所以，当我们伸手去拿西红柿、黄瓜、苹果、桃
子、杏、梨等瓜果时，先要问问自我“我们的手是不是彻底
洗干净了？这些瓜果是不是洗干净了？”必须保证洗净手、
洗净瓜果再吃。

6、吃瓜果什么时间吃有利于健康呢？

7、一次能不能吃太多呢？为什么？

8、学生回答教师的问题。

9、教师小结：

瓜果中有丰富的有机酸，可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而瓜果中的
纤维素和果胶能促进胃肠蠕动，所以，应在饭后吃适量的瓜
果利于食物的消化。但不可在饭前把水果当零食吃，更不可
过量，以免影响正常进食。

有胃病的学生要少吃或不吃含酸性较多或带刺激性的水果，
如杨梅、李子、柠檬等。经常大便干燥的学生要少吃莲子、
苹果，而应多吃香蕉和梨。对因维生素c缺乏而常有牙龈出血、
皮下出血或伤口不愈合的学生应多吃含维生素c丰富的鲜枣、
山楂、柑、柠檬、草莓等。天气炎热可吃西瓜、黄瓜解署。



1、吃水果时要注意什么？

2、吃水果前你是怎样做的呢？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安排方案篇二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校园周边环境，同时在大自然中感
受经典古诗文的魅力，我校将组织全体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为确保这次活动能平安、顺利、有效地开展，现将有关
事项安排如下：

1、总负责：

【(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

2、各班负责老师安排：

班级班主任语文老师带队老师拍摄

人家小区外围

备注：如活动当天下雨，活动地点则改为各班教室，上午第
四节照常上课，活动提前至1:00起，请负责老师及时到位。

1、12月17日(周五)提前至第四节课用餐(11:00起：一至三年
级用餐;11:10起：四至六年级用餐)

2、11:50学校天井集中。

3、12:00按班级秩序出发，徒步至活动地点。

注：一至三年级出校门后统一向西(校门往右)走;四至六年级
出校门后统一向东(校门往左)走。

4、13:40开始返校，到校后告知门卫返校情况，之后各班集



中教育，14:00左右放学。

1、注意学生形象，佩戴好红领巾、校徽、穿好校服。

2、所带食品及茶水不宜太多，并自备垃圾袋、餐巾纸和桌布。

3、各班由班主任、带队老师全面负责管理学生以及安全、礼
仪、卫生等方面的教育。

4、各班自主选择合适的场地。(场地要求：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能容纳本班学生开展活动即可，可由家住小区的学生
介绍、推荐。)

5、确定场地后，各班开展主题班队活动：一年级自定主题，
二至六年级以“经典诵读”为主题，结束后将班队活动方案
整理成文，并于活动后上交至德育处，参与评选。

注：不允许带剪刀、小刀等危险用品，不带mp3、mp4、手机
等贵重娱乐用品。

1、过路口时井然有序，不在路边打闹，不做危险动作，不允
许私自登高、下水等。

2、注意饮水和饮食卫生。

3、文明有礼，不大声喧哗，不触碰小区居民的物品：如晾晒
的衣物等。

4、爱护公物，保持活动场地整洁。

5、每位老师的手机都要求保持畅通，以防出现紧急情况可及
时联系。

注：其他未尽事宜另外通知。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安排方案篇三

活动目的：

1、让队员调查周围及附近一些污染存在问题，认识环保的重
要性。

2、利用假日带领队员走出校门，开展废物回收活动，对周围
村民进行环保知识宣传。

3、通过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积极参与科技活动的兴趣，增强
学生环保科技意识。

组建假日小队、撰写分发宣传单、废物回收、书写张贴倡议
书、设计广告标语、设计手抄报等。

（话题导入，如在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垃圾废物带来的困扰，
谈一谈对垃圾知道多少，如何处理这些废物的方法等等，以
引起学生的兴趣。）

1、根据学生身边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自己点出主题。

2、利用学生的生活体验，引导认识垃圾对人类的危害性。

3、根据讲座的内容，因势利导。

1、给假日小队取名字。

2、设计假日小队的队旗和口号。

1、宣传小组：苏晓慧组长

2、废物回收小组：杨璐组长

3、寻找污染源小组：强文静组长



1、通过观看录像，到图书馆、书店、网上等多媒体查找收集
资料，做好笔记。

展示新风采活动，邀请各中队参观小制作作品。

1、让学生围绕自己的亲身体验，各抒已见。

2、有没有不该成为垃圾的垃圾。

3、如果有一天不进行垃圾的收集和处理，我们将会怎样？

4、撰写宣传单。向全校师生甚至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保护
环境，从身边小事做起！但是保护环境单靠我们还不行，应
该呼吁全社会的人们共同关心环境工作，做一名环保之人。

1、交流心得体会。

2、评选环保“小卫士”。

3、颁发奖章。

4、本次活动小结。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安排方案篇四

三年级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本学期围绕“美化校
园”主题，开展了综合实践活动——校园绿化。使学生在亲
身参与实践中获得积极的体验和丰富的经验；理解自然、社
会和自己的整体关系，培养对自然的关怀和对社会和自己的
责任感；形成主动发现问题，独立于周围生活解决问题的态
度和能力。帮助学生体验生活，学以致用，培养合作、分享、
主动等良好的人格品质。

(一)课程的特点



1、通过“校园绿化”综合实践活动，学生在情感、能力、认
知上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校内外设置绿化实践基地，鼓励学生从事各种调查活动，实
现校内外紧密融合，强调语文、数学、自然、艺术、劳动的
渗透与融合。

运用调查、研究、观察、积累等多种方法和形式，重视知识、
经验、技能的综合运用。

2、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调研报告、实际种植、规划设计等
实践活动中获得亲身体验和直接体验，培养实践意识，形成
综合实践能力；基于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开发课程资
源，让学生开展有计划、有效果的实践活动。

3、让每一位学生参与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体验感受
生活，在各种主题活动中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课程内容

本学期“校园绿化”的综合实践分为三个方面:

1、专题研究:本学期开展了两次专题研究活动，学生通过观
察和调查实践，在老师的帮助下确定了自己感兴趣的校园绿
化研究课题。上网或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进行文献研究，去花
圃进行实地考察和行动研究，小组合作。

2、操作实践:

春天来了，调查适合野外种植的花木，买花种在学校、户外、
花坛，定期养护。

2、学生们相互配合，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为绿地设计花园，
选择一两套较好的花园设计图纸，根据图纸现场种植花园。



3、植树节前后组织一次植树活动。

4、在合作小组或班级之间开展盆花种植比赛。

5、对市场上的热销花木进行调查，对热销花木的名称、原因、
养护方法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

(三)课程实施

1、课时:

周二安排在周四下午的第一和第二节课。

2、类别类型:

(1)方案设计型——学生在学习简单的园艺知识和艺术图案知
识后，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花坛设计和校园绿化总体规
划设计，尊重学生自主选择、自主设计、民主交流。

(2)知识普及——鼓励学生上网，从图书馆学习相关知识。教
师也可以向学生介绍自己的经验，并关注学生自主建构和应
用知识普及的意义。

(3)实践活动型——组织参观，实操种植花草，开展园林养护
等活动。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体验、体验、感悟
和探究。

(4)研讨班——举办校园绿化专题研讨班，引导鼓励学生自主
提问，在自主或合作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民主的讨论。

(5)成果——交流——不仅是物化成果的交流，也是失败过程
中成功经验教训的交流。就学生的发展而言，成功过程的经
验和失败过程的教训是比综合实践活动后的物化成果更重要的
“成果”。



(6)论文答辩式——要鼓励学生组成“专家组”，对学生撰写
的专题研究论文进行提问和答辩，培养学生认真听讲的习惯。
思维能力和自信心是让学生体验“防御”过程的最终目的。

3、成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心研究组，校长为实验研究
组组长。

三年级班主任和综合实践老师，自然、劳动、音乐、美术、
科技、体育为项目组成员。

4、课程评价:

本课程的评价包括三个部分:学生、教师和课程本身的评价。

重点是评价学生的发展水平和水平。评价标准应为“自己参
照”标准，引导学生对自己在“校园绿化”综合实践中的各
项表现进行“自己反思性评价”。即以学生现有的发展基础
为评价标准，突出学习过程的意识、体验、情感、态度、价
值观、综合能力、思维和方法。

评价方法有很多种，应用评价方法的前提是观察。通过观察，
记录和描述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
在具体操作中，可以采用“档案袋评价”和“咨询讨论评
价”等方法。教师在使用这些方法时，要注意用文字说明学
生的活动是令人满意的还是需要改进的。每个学生建立自己
的综合实践活动档案，让学生了解和肯定自己的能力，与他
人分享自己探索的体验和进步的喜悦。文件封面中收集的数
据如下:

(1)学生成绩:标本、校园绿化规划设计图纸、调查报告、专
题研究等。

(2)获奖证书:



(3)各种评价:以学生自己评价为主，让学生重新学习不满意
的其他评价，直到得到满意的其他评价。教师评价应由学校
管理和学生评价两部分组成。

实施实验研究

综合实践活动安排

1、一月，九月

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师组织学生参观花卉种植基地。

老师有一节关于花坛设计的课。

做好组织工作。

2、十月

学生花坛设计图。

学生们种植盆栽花卉。

确定一个研究主题。

优秀园林设计图的评价。

开展花卉种植比赛。

教师帮助学生确定题目。

在学生中开展教师评价。

3、十一月

设计研究计划，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学习。



写一份研究报告。

室内种植和定期养护。

在学生中开展教师评价。

4、四月，十二月

植物知识测验。

花卉市场热销花木调查(热销花木名称、热销原因及养护方
法)

在老师的指导下重新确立一个研究课题。

做好两个活动的组织工作。

在学生中开展教师评价。

5、五月，一月

在导师指导下，设计研究方案，开展综合性实践研究活动，
撰写研究报告。

整理材料袋，做好总结。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安排方案篇五

1、通过活动了解蚂蚁和白蚁的生活习性。

2、知道蚂蚁和白蚁会危害我们的生活，要积极采取防治措施。

重点难点：通过活动了解蚂蚁和白蚁的生活习性。

课前准备：捉一些活蚂蚁和白蚁的标本。



教学过程：

1、认识蚂蚁和白蚁的身体结构，请学生自己标出。

2、认识蚂蚁和白蚁的生活习性和它们跟同伴交流的方式。

3、到大自然中寻找蚂蚁和白蚁的窝，了解它们的生活环境以
及怎样影响和危害我们的生活。

4、把我们观察到的蚂蚁和白蚁的的家庭情况记录下来，画一
幅蚂蚁搬家图。

在自己家附近找找有没有蚂蚁的窝

15、认识蚂蚁和白蚁

略

课题：蚂蚁和白蚁的危害与防治

教学目标：知道蚂蚁和白蚁会危害我们的生活，要积极采取
防治措施。

教材分析：略

重点难点：防治蚂蚁和白蚁的危害。

课前准备：一些被白蚁啃过的木头。

教学过程：

同学们知道蚂蚁和白蚁是怎样影响我们生活的`吗？可以说，
蚂蚁对人们既有好处，又有害处；而白蚁带来的危害是极其
严重的，尤其在热带地区和亚热带地区。



1、讨论：蚂蚁带来哪些危害？白蚁带来哪些危害？（观察一
些被白蚁啃过的木头。）

2、大家提出对蚂蚁和白蚁的防治方法：（1）家庭防治（2）
校园防治。

3、把自己的调查报告写清楚，在小组内交流。

16、蚂蚁和白蚁的危害与防治

略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安排方案篇六

本学期的综合实践活动，我们以素质教育理论为指导，全面
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实行）》的有关要求，对学生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拟
以“生存教育”为主题，以实践为核心，以活动为载体，以
提高生存能力和综合素质为重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
强学生的生存意识，掌握一定的生存技巧。在实施过程中强调
“整合”，注重“实践”，突出“开放”，关注“过程”，
提倡“自主”，切实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进
课程改革。

1、情感目标：通过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对社会生活
的积极态度和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兴趣。形成善于质疑，乐
于探究，努力求知的积极态度。

2、知识目标：了解信息技术、劳动技术、社区服务和探究法
的一些常识。

3、能力目标：使学生具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交往协作能
力、观察分析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增
长从事社会活动所需的知识，增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

4、过程目标：初步掌握参与社会实践与调查的方法、信息资
料的搜集、分析与处理的方法和研究探索、实验实证的方法。

5、人格目标：获得亲身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积极体验和丰富
的经验，塑造完善人格，初步养成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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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1、构建出“以研究性学习为核心，以信息技术教育为补充与
拓展，以劳动与技术教育及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为主要活动
形式”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基本模式。

2、在校内和社区开辟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开发综合实践
活动资源，为学生提供活动的舞台。

3、提供若干综合实践活动备选主题，每个班各选择一个进行
研究，注意活动过程中资料的积累，期末整理好资料上交。

5、数学科教师作为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指导老师，全程
指导各班开展好综合实践活动。语文教师要积极配合数学教
师开展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6、将综合实践活动与开发校本资源、社区资源结合起来，办
出学校特色。

本学期开始，我校将紧紧围绕“生存教育”为主题开展活动，
各年级任课教师根据学校计划，明确本学期实施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的.目标和基本思路，进而认真制订好“班级综合实践
活动计划”，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