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小学综合实践课从教材到教学有较多的不确定性，专业的任课教师很少，有的学校甚至没有这一学科的专

业教师。因此，新时代研究提高小学综合实践课有效性的策略很有必要。文章从课程性质及相关理论切入说明研

究的方向，接着阐述了目标制订要合理、内容选择要适宜、教学设计要丰富、师生互动要和谐四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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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有效性的提升策略
谈静洁

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裴斯泰洛齐说：“实践和行

动是人生的基本任务；学问和知识不过是手段、方法，

通过这些才能做好主要工作。所以，人生必须具备的

知识应该按实践和行动的需要来决定。”提高小学综合

实践课有效性，无论是实践还是活动，说到底还是要

落实到“做”上，这个“做”就是实践和行动。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是实践和行动的课，是经验性活动的课。

离开了实践和行动，所有的经验就是纸上谈兵。

一、 目标制定要合理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合理，一要看课标，即《义

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

《课标》）。二要看纲要，即《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三要看教材。目前，

江苏的教材是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设计的《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成长手册》（以下简称《成长手册》），这本手

册是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的，2021 年

江苏新版的《成长手册》已上架。四要看学生，即以

人为本。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材料，必须符合学生的

情况，看文看书不看人的教学是“死”的教学。过去

有不少人认为“教书”是具体任务，“育人”是班主任

的事。人民教育家于漪便提出，“育人”是大目标，“教

书”要为“育人”服务。

一看课标。《课标》于 2022 年秋季实行，要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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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有理

想”是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方向，要引导学生为中国

梦而奋斗；“有本领”就是要引导学生会学习、会探究、

会劳动、会健身、会审美、会交往；“有担当”就是要

学生努力学习，为将来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和时代

赋予的使命而努力。

二看纲要。2017 年教育部就印发了《纲要》，其

中有总目标，也有学段目标。小学阶段目标具体，如

问题解决的目标就是能在教师的引导下，结合学校、

家庭生活中的现象，发现并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能将问题转化为研究的小课题，体验课题研究的过程

与方法，提出自己的想法，形成对问题的初步解释。

三看教材。一是看省编的，二是看校本的。省编

的《成长手册》学段目标是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主

线的。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实际需求，不能一味

地盯在省教材上，还要整体规划学校课程，要与学校

的办学目标、办学特色统一；要倡导通过课程整合将

各专题活动的内容链接起来。

四看学生。要把学生的兴趣、需要和爱好放在核

心地位，要调动学生的经验整合到实践活动中，学生

自身不主动出击就难以达成实践活动的目标。

具体把握以苏教版三年级下册《我与好书交朋友》

为例作说明。

第一，了解学生。某个班级的学生在二年级就开

展过有关读书的系列活动，他们读过许多童话，如《“歪

脑袋”木头桩》《“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他们读

书时有共读的，有借读的，有听读的，也有引读的。

班级曾经举行过讲故事比赛、编故事比赛，学生对《小

鲤鱼跳龙门》《一只想飞的猫》等故事进行过续编、改

编。根据这个班级学生的情况，笔者在设定三年级教

学目标时，更注重引导学生如何独立阅读，学以致用，

引导学生将故事与生活对接。

第二，看文件及教材。结合课标、纲要和教材课

标要求，三年级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总体目标是密切

学生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以及良好的个性品质。

第三，定目标。大目标是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不断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小目标是以具体

的某一本书为例，引导学生独立阅读；长远目标是学

以致用，重在引导学生将故事与生活对接。方法引导：

将人与文结合，通过调查讨论开展主题活动，让学生

理解读好书、用好书的含义和重要性。

二、 内容选择要适宜

2017 年 9 月教育部颁布的《纲要》强调，在主题

开发与活动内容选择时，要重视学生自身发展需求，

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围绕活动

主题，从特定的角度切入，选择具体的活动内容，并

自定活动目标任务，提升自主规划和管理能力。解读

《纲要》要注意两个关键词：尊重、发展。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课内容的选择就要顺其自然和尊重个性，顺其

自然地发展，尊重个性地发展，从而发展素质教育。

《纲要》规定，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由地方统筹管

理和指导，具体内容以学校开发为主。对于省编的《成

长手册》，各学校要先用起来，同时还要有自己的东西，

不能被本本主义所束缚，一线的教师更要主动开发校

本手册，开发教师自身材料，开发学生所拥有的材料，

还要主动吸纳家长、社会专业人员参与课程的开发和

实施，实现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主体的团队化。小学综

合实践活动课作为学校开发课程，可以借助主题活动

教学展示、特色文化分享会、家长校园行等活动，开

发校园特色文化资源、地方民俗文化资源、自然环境

资源、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职业技能体验资源等。如

果一切尚在探索中，可以《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成长手

册教师用书》为文本，结合学情和地方特色适当拓宽

思路也是适宜的。

三年级综合实践活动可以安排“居家生活安全”

主题，如养小动物应注意的问题等；可以安排“走进

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如寻找学校里的浪费现象、化

废为宝等；可以安排“我们喜欢的动画片”主题，如

为动画配音、制作一个简单的动画等；可以安排“寻

找生活中的标志”主题，如从作用、颜色、代表含义

上认识标志的基本分类等；可以安排“光的游戏”主

题，如让学生在室内做影子、捉影子等；可以安排“可

爱的家乡”主题，家乡的人民、一草一木、山山水水、

历史与发展以及现状，都可以作为实践活动内容。

以上是年级内容的选择，具体到每一课时还应当

进行以下策略。

例如，笔者在教学《话说相城》时整合了江苏的

《成长手册》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家乡多棱镜”里的

《探寻家乡》《家乡方言知多少》《家乡变化小调查》的

内容和方法，用其中的做法让学生说说苏州相城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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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俗、方言、变化等。教学时，笔者说家乡话，让

学生用普通话翻译出来。有的学生列举了家乡话闹出

的小笑话，有的学生用外地方言翻译家乡话别有情致。

在讲到家乡情时，笔者用数字化技术展示了家乡的古

戏台、陆慕御窑址、南渡一世祖、陆士龙祠堂等相城

区文物古迹；在讲到家乡人时，笔者通过多媒体视频

向学生展示了相城区北桥水苏子童话工作室负责人周

彩虹等人的先进事迹，学生听了这些故事自然地就会

想到身边人、身边景，很容易产生共鸣。

三、 教学设计要丰富

教学设计要丰富，形式和功能应该是一体的，可

以使学科知识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得到延伸、综合、重

组与提升，但要避免仅从学科知识体系出发进行活动。

总体来说是“五育”共融。

《纲要》要求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设计应基于

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设计长短期相结合的主题活

动，使活动内容具有递进性，要引导学生主动运用各

门学科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省市

有关的活动课程教材应该有学校参与规划，且学校是

主体。当下，“一校一特”成为常态，各校的办学理念、

办学特色等都有不同，活动要做到“长短期相结合”，

这就预示着课程要随势而变。从新课标要求来看，“跨

学科学习”是大趋势，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知识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不仅是综合实践活动要做到的，其他学

科一样也要朝这个大方向努力。

重视学科统整与“五育”融合的综合实践活动，

不只是通过某一项活动的开展培养学生某一方面的能

力。在设计活动主题时，可以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为统

领，辅以其他领域和学科，将活动体验和知识技能的掌

握相结合，挖掘其内在联系，实现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有

机整合。同时，将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到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中，这样可以丰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

例如，笔者在教学五年级《奇思妙想服装秀》时，

从省级教材《成长手册》切入，引导学生学习其中的

部分方法，然后引入校本课程和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比

较丰富的教学设计，激励学生通过 T 台走秀展现他们

的创意和风采。学生确定主题后，在家长和教师的引

导下设计样稿，在多次反复制作修改后进行展示分享。

在教学中，有的学生按照中国古代服装的样式设计了

汉服的款式，色彩搭配与寓意都能体现中华神韵；有

的学生设计了少数民族风格的服装，表现了不同民族

的不同特色；有的学生按职业的不同，设计了不同行

业的不同风格的服装样式；有的学生用电脑设计了虚

幻风格的服装，有点《斗罗大陆》的味道；有的学生

用废纸盒、塑料薄膜化废为宝，做出来的环保服装更

有创意，看着学生身着纤维袋、报纸、扑克牌、塑料

袋、包花纸、旧纸箱、闲置衣服等废旧材料制作的服饰，

别有一种感动。

再如，笔者还召开了一次特别的运动会。五年级

的“纸上运动会”别具一格，学生把再普通不过的纸，

通过绘画、剪纸、贴纸、涂色等方式，表现了运动人

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四年级学生用泥沙通过揉、捏、搓、

切等操作，创造出了一个个不同造型的运动人物。就

连一年级的小学生，也会用撕纸抽象制作出一幅幅运

动图画。

教学设计的丰富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也是理念层

面的，能源意识、品德熏陶、合作共赢等理念的渗透

是很有必要的。

四、 师生互动要和谐

当下，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教师往往是由语文、

数学、外语等教师兼任的，专业性不强。很多时候，

学生对原汁原味的综合实践课更喜欢，但因校际差异，

有的教师对综合实践课热情不高，导致综合实践课逐

渐“变味”，学生不开心，教师也无心。为了师生的和

谐共振，教育者还需要通过专业引领，不断地进行协

作与创生，给学生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要想提高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有效性，

教育者要站在科研高度，高度重视这门学科的研究与

开发，同时要加强考核评价的构建。目标制定的合理

是前提，内容选择的适宜是基础，教学设计的丰富是

手段，师生互动的和谐是延伸，愿综合实践活动能培

养出更多有创意的学生。（作者单位系苏州市相城区陆

慕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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