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综合实践课教学设计教案及反思
(汇总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初中综合实践课教学设计教案及反思篇一

通过学生自己搜集资料并学习和比较中外节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加
学生的学习渠道，让学生自主学习。教给学生归纳、比较、
总结的方法，使学生学会合作，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
力。 教学方式：启发式、讨论式、归纳法。

自主学习、讨论比较、总结归纳、小组合作

三课时 第一课时

课前，告诉学生课题，让他们多渠道地收集材料，如通过报
刊、杂志、书籍和电脑。既要有中国的节日（含来历、时间
和庆祝活动），也要有西方的节日。

1、将收集到的节日名称按中西方分类并按时间的顺序进行汇
总

2、 请学生介绍各个节日的来历和庆祝活动

3、对材料进行补充完整

4、布置作业：将中西方节日重新整理并进行比较。



（一）这节课基本上按计划进行，学生对中西方节日有着浓
厚的兴趣，也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按照老师的吩咐，查阅报
刊、书籍或通过网上搜索资料，进行了一番准备。课堂上气
氛活跃，学生兴趣盎然，踊跃发言。但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学生对这些节日的一知半解，了解得不全面，甚至还出
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所以有必要对学生的态度进行纠正。
另外就是由于教学设备限制和条件限制没能提供一些彩色图
片和网上显示，没能让学生比较全面地体验到那种身临其境
的感觉。

1、小组长的比较结果抄写在黑板上，供全体学生修正

2、老师重点讲解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

3、布置作业：

（1）将材料进行归纳和总结

（2）讲讲从这一主题的学习中，学到了什么？

1、查学生的总结结果

2、让学生自由发言，说说他们的收获。

（三）这堂课学生畅所欲言，讲了他们在没有上这些课之前，
对西方节日的知之不多到现在的知道一些：讲了他们如何收
集材料等等。从学生的自我阐述中，我发现学生收集材料的
能力还是比较差，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还得提高。课堂上感觉
老师要讲的还是比较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动手能力不
够，学习渠道窄。老师在课堂上所提的问题能回答的同学很
少。

三节课上下来，我觉得今后还应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
学习能力，括宽学生的学习渠道，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以



便课堂上老师能更好地教学。

初中综合实践课教学设计教案及反思篇二

以“社会实践伴成长，全面发展促和谐”为主题，引导青年
学生同社会紧密结合，利用假期时间将学习和劳动机密结合，
在充实而忙碌的.假期生活中有所锻炼，有所体会，有所收获，
勤于学习，勇于实践，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努力实现全面
发展。

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学生了
解社会、增长才干、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
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为深化活动主题，使学生在假期中得到充分的锻炼，结合学
校实际，特对今年的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内容作如下规划：

1、社会实践与家庭实践相结合

将社会实践的阵地首先放在家庭中，教育学生利用假期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动，不但可以让学生在家庭实践中感受
和理解父母的辛劳，也让学生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

2、积极开展志愿活动

积极参与组织社区、农村的科普宣传和健康文化体育活动，
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倡导文明道德新风，
促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时代新风。

3、制定每天的学习计划

在实践的同时，不能忘记学习，每天制定学习计划，完成老
师布置的假期作业，并且能够有计划地在假期读几本好书，



看几部好的影视作品，并做好读书笔记和观后感。

4、组织参加山娃子杯平安校园摄影比赛

要求结合平安校园的建设，作品必须是原创，提供“jpg”格式
电子版并附10英寸样片，组照4—8张为宜。参赛作品须统一
在照片背面右下角粘贴作品登记表（见附件1）。（每班与7
月28返校时上交1—2件作品。）

5、组织参加美丽中国国家版图知识竞赛与手绘地图比赛

（1）全国国家版图知识竞赛网络赛，比赛时间20xx年8月31
日，网址xx及微信公众号，已正确率作为标准，要求每位学
生都参与。

（2）手绘地图大赛

以美丽中国为主题，以地图为载体，通过绘画形式表达对美
丽中国、美好家乡的赞美和热爱，作品要求原创，涉及中国
版图作品应参照有关规定绘制，完整表现我国的领土，参赛
作品最大为a3。（与7月28返校时每班上交1—2件作品。）

假期学生社会实践以个人单独开展为主，可适度组织小分队，
统一开展活动。

1、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暑假
社会实践活动。

2、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在学校周边、学生家庭所在的
城镇社区或者邻近村社开展活动。

3、遵守“诚实守信”原则，绝不允许在实践活动中弄虚作假。

活动时间：整个假期期间；



验收时间：7月28日返校时上交

初中综合实践课教学设计教案及反思篇三

安全伴我行

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确保自己的安全。

引导学生在遇到安全问题或灾害时，能够采取正确、妥善的
措施。

通过活动，把安全意识转化为实际具体行动，让安全意识伴
随学生们一起成长，更好地推动学校“安全教育”活动的顺
利开展，形成全体同学人人讲安全，个个懂安全的良好氛围。

通过学有关安全的有关知识，教会学生们如何遵守交通规则
的同时提高自己的交通意识。教会学生们如何防灾自救。让
学生们在学中体会到安全的重要性，让学生们懂得生命高于
一切。

一、导入

同学们，你们知道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吗？ 对，那
就是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
爱生命，学会自我保护的方法，对于我们中学生非常重要。

二、过程：

1、让学生们讨论安全都包括那些方面？

2、让学生们说出有关安全事故的新闻或事件．

3、了解溺水知识及预防措施．



4、学有关火灾的知识及预防措施．

5、学有关煤气中毒的知识及预防措施．

6、学有关地震的知识及预防措施．

7、让学生们说说有关地震的`新闻或事件．

8、学有关触电的知识及有效方法．

9、学有关食物中毒的相关知识及其预防．

10、学有关燃放烟花爆竹的注意事项．

三、班主任总结：

安全时时陪伴在我们身边．但是，有时它有离我们很远．如
果你忘记了它，它也会忘记你．当你不遵守交通规则时，当
你疏忽大意时，它就会忘记你．因此，为了你、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和我们大家，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遵守一切安全，
让安全陪伴我行！

初中综合实践课教学设计教案及反思篇四

制作可调节亮度的小台灯（或制作可调节转速的小风扇）的
实践活动是一项集电路、电流、电压、电阻（甚至涉及到电
功率）于一体的综合性制作活动。通过这项制作活动，可以
使学生知道滑动变阻的原理和应用；进一步理解电流跟电压、
电阻的关系，也为后面电功率知识的学习积累了直接经验。
制作中所用到的材料也是比较易得的，关键是电阻丝材料的
选择和滑片滑动效果是这一制作中的难点。由于这项制作的
成品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外观形状和内部结构，给出了较大
的创造空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思维上的联想
创作出可种各样的作品，可以使学生初步形成在知识转化为



技术的同时，要考虑产品的外观设计、产品使用时是否可靠
安全等意识。

1.会用滑动变阻器改变电流大小的原理制作一个亮度可调节
的调光灯。

2.初步形成根据制作产品的功能，选择器材、材料并将有机
的结合起来的能力和在制作中将各种技能、技术运用在产品
制作中的能力。

一、引入（5分钟）

教师主导：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用到亮度可调节的
调光灯，我们能不能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来制作一个调光
灯呢？出示几张以往学生制作的调光灯照片（或模型）大家
看出这些图片有什么感想，如果我们制作调光灯，有什么创
意，大家谈谈。学生主体：

可以将两个亮度可调节小灯泡当作猫头鹰的眼睛，使它有时
暗，有时亮。

可以制作一个小屋，将调光灯当作屋顶的吊灯，使屋内的景
物时明时暗。

可以制作一个小台灯，放在小桌上。

点评：学生能通过图片和模型受到启发，激起创造欲，无意
间将调光灯应用在他们在生活中见到或喜欢的模型上，符合
学生的心理及经验。

二、设计与制作（30分钟）

教师主导：刚才同学们在谈的时候已经无意间说明了所制作
模型具有的功能了或能够的生的效果。因此现在请大同学们



将模型的名称和具有的功能决定下来。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调
节电流大小的？你准备用什么材料来制作滑动变阻器？设计
你的电路图。

对照学生设计的电路图，请相关每组学生答辨：

答辩一：如果滑片移到了阻值最小处，造成电流过大，烧坏
灯怎么办？你的设计中并没在这方面的安全措施。

这个阻值的大小你如何确定？

此时你的电路经过修改后，其电路图又是如何？

提供学生一些器材，让学生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巡视指导。

学生主体：决定产品名称和应具有的功能。用滑动变阻器来
调节电流大小。用铅笔芯。设计电路图。

可以在电路里串联一个阻值适当的定值电阻。

用电压表测出电源电压，去掉灯正常工作的电压，剩余的电
压就是定值电阻承担的电压，我选择适当长度的电阻丝接在
电路里，具体作法是将电压表接在灯的两端，移动滑动变阻
器，使电压表示数等于小灯泡正常工作的电压值。修改电路
图并展示。

接在干路上。展示其电路图。

我们组采用两根相同的铅笔芯并排靠紧，将滑片置于两铅笔
芯之间，这样既便于滑片移动，又能使滑片与轨道保持良好
接触。

同级学生分工，一部分负责连接电路，一部分负责产品的外
观设计。点评：使学生明确设计产品时，明确产品的用途是
设计的创造的第一步。



小灯最亮时的电压定为它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在制作的调节
中，可采用前面所学的“电流跟电压、电阻的关系”一节中
滑动变阻器的作用与调节方法。

在电路的设计中，学生根据自己的产品的功能，演变出许多
电路，这些电路都是应用原有的电路知识拓展而成的，有利
于培养学生应用知识并有所创造的能力。轨道接触不好是学
生在制作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让学生知
道除了知识以外，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交流与评价（10分钟）

教师主导：要求每组将本组的作品放在实物投影仪上演示效
果并加以解说功能和有所创新的地方。

要求每组课后写出作品功能使用说明。

学生主体：xx

介绍作品：xx

例1：本组红、黄两色玻璃纸蒙在猫头鹰的眼睛上，使其两眼
射出红、黄两色的光。

例2：我们将台灯的灯罩作成凹形，应用了凹面镜会聚光的特
点。

例3：我们将轨道竖直安装，这样滑片上下移动，便于操作，
结构合理美观。

点评：培养学生知识转化为技术的同时，要考虑产品的外观
设计、产品使用时是否可靠安全等意识。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是根据以往学生在小制作实践活动的基础



上设计的，因此比较切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通过本节课教学实际来看，初步达成了教学的目标。在此项
活动中，学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迸发出许多智慧的火花，
例如，有的同学将两根铅笔芯并在一起，形成一个滑道，这
样既保证了滑片与铅笔芯的良好接触，又使得滑片在滑动过
程中方便，可靠；又例如有的同学就直接利用电位器调节台
灯的亮度；有的学生觉得电池所提供的电压不够，消耗得快，
就利用废旧电器上的变压器，将家庭电路的电压降到小灯泡
能够正常工作的电压，整个装置，只要往插座上一插就可演
示，已初步体现出实用性；再例如，不少学生在整个装置的
外观上，选择了富有各性背景，有的是一个充满温馨小木屋，
有的是一个猫头鹰的双眼等。但此节课上也反映了一些学生
的动手制作的能力较差，因此教师要给予切实的帮助。另外
本节课前要学生具备使用电烙铁焊接的能力，可能通过劳技
课上实现，也可将此节课与劳技课结合起来。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初中综合实践课教学设计教案及反思篇五

通过开展“中国茶文化”主题活动，初步了解“中国茶文



化”相关知识，营造一个研究的'氛围，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
增强探究意识，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发展探究问题的
初步能力。

激发学生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兴趣。

初步了解中国茶文化相关知识。

活动时长：4课时

第一课时

1、引导学生提出研究性学习课题。

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人们常说：“早晨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引导学生掌握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方法。

2、各小组确定研究主题，讨论并制定本小组研究计划和活动
方案。准备好收集资料工具，如笔记本、照相机等。

第二课时

一、猜谜导入，激发兴趣。

（出示谜语）：“生在山上，卖到山下。一到水里，就会开
花。

”你们真聪明，谜底就是茶叶，板书：茶。

二、师生介绍茶知识，引出家乡茶。

茶的种类繁多，茶有绿茶、红茶、花茶、白茶等，我们家乡
也盛产茶，你知道我们的茶属于哪一种茶类呢？板书：家乡



的绿（并让学生简要介绍家乡的茶资源情况、茶的种类等。）

三、观察茶叶，学生感言。

1、教师出示茶叶片（新鲜）。

引导学生从它的形状、色泽等方面谈。

2、教师出示成品茶（一粒），让学生通过观察，发现、表达。

3、突出两者之间的对比。（让学生感受到不易与艰辛。）

教师总结：是啊，从一片片嫩绿的叶儿到制成蜷曲成螺的成
品，其中要经历多少艰辛的劳动和复杂的工序。这其间，饱
含着多少茶农的汗水呀！

四、引领学生入境，回味“成茶”的过程。

1、指名学生说说茶叶的“成茶”过程。

2、教师小结。（种植、采摘、杀青、揉捻、焙干）

3、按顺序重点讲述采摘、焙茶。

（1）出示采茶图、焙茶图。

（2）谈感受、说体会。（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3）表情感。（你想对家乡的这些茶人说些什么？）

小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正是这些家乡的茶农，用他们的艰苦炮制了茶的醇香。其
实，家乡陆郎的绿茶不仅胜在她的色、香、味、形上，她还
有许多保健的功效。让我们在这声声古朴的乐声中品茗，让



我们了解茶的功效，让我们“饮水思源”，让我们向家乡的
这些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板书：我爱。

五、了解功效，细细品茗。（播放配乐录音，静静地品茗，
深深地思考。）

六、交流学生搜集到的与茶相关的诗句、词句。

七、布置作业。

以“家乡的绿茶”为题，写一片小练笔

第三课时

1、走进茶园学采茶。

清明时节，正是茶树生长茂盛的时期，放眼望去，漫山遍野，
到处是一垄一垄碧绿的茶树。采茶人头戴草帽，身背竹篓，
穿行在茶园中，灵巧的双手在茶树上飞舞，茶叶的清香在空
气中弥漫，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

我们带领学生走进茶园，跟随采茶人学采茶叶。所采茶叶的
标准是一芽二三叶，但是采哪些茶叶，怎样采，都很有学问。
在茶农的耐心指导下，学生们从不会采，到有一定的速度；
从采大叶到标准的一芽二三叶，进步很快。望着采摘回来的
嫩绿的茶树叶，同学们虽然腰酸背痛，但是感觉很有成就感。

听茶农们介绍茶树的生长过程。

仔细观察茶农采茶，听茶农介绍采茶技巧。（采茶好像“凤
点头”，采茶时，左右手都要用，一左一右轮流采，动作讲
究协调；其次采下的嫩叶也分几个等级，最上等的嫩叶为一
个嫩芽,如雀舌;次上等的嫩叶一般为一个嫩芽加1至2片侧叶。
）



学生学采茶，茶农指导。

2、学种茶树，初步掌握茶树的栽培技术。

听农技师介绍茶场的两个茶树品种，学生观察两种茶树各有
什么特点，制出来的茶叶各有什么特点。（都是楮叶种，灌
木型，树姿半开展，芽叶黄绿，白毫中等，发芽密度大，整
齐，产量高，持嫩性强，内含物丰富，是优质绿茶品种。抗
逆性强，适应性广。发芽期中生偏晚，适宜品种搭配和机采。
场内的品种一种是大楮叶，一种是小楮叶。）

学生询问茶树的生长特点（气候、温度、水分、土壤等）。
如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5.5【16.5度，年降雨量1200
【1500毫米，空气湿润，土壤呈微酸性或酸性。加之质地疏
松，极宜于茶树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