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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实践能力的内涵与结构 
刘   琼 1  刘   静 2 

（1.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教育；2.冠市联合学校） 

【摘要】小学生实践能力是运用已有的知识与技能，协调个体心理与生理的发展状态，去解决现实情境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

个构成部分：生活实践能力、学科实践能力、综合实践能力，三个部分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不可分割成某单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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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大家似乎都了然于胸，但大家肯定也听

过“第十名现象”——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往往取得最高成就的不

是当时班上排名第一、二学生也不是吊车尾的学生成功逆袭，而是

成绩徘徊在中上游的学生。“第十名现象”显然与一般认识相悖，

尤其是与大部分家长的认识。许多家长在孩子读书期间，一味追求

学习成绩的突出拔尖，忽略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深思这个现象

的出现，我们应该察觉到实践能力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学生

能否适应 21 世纪社会要学术水平强更要实践能力强的人才要求。 

一、什么是小学生实践能力 

对于实践能力的界定一直没有权威的说法，本论文借鉴我国傅

维利教授以教育学科为本位，受心理学与哲学学科的影响将实践能

力界定为--‘为保证个体顺利运用已有的知识、技能去解决实际问

题所必须具备的那些生理和心理特征’。这个界定点明了实践能力

的界定存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践能力的特征可以分为如

下四个部分：1.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界定实践能力的核心，表明了

实践能力的本质属性，也是实践能力的质的规定性；2.成功解决实

际问题是界定实践能力的出发点，是主体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有

目的、有意识的实施改变客观世界的一系列行动，体现了人的主观

能动性，体现了个体对于实现目标的而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力量。

3.实践活动是界定实践能力的外在环境，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在于课

堂或书本的知识传授中，必须在鲜活的真实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达

成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4.心理特征与生理特征是界定实践能力

的必要条件。心理特征是诸如个体的个体的情感、意志、认知等心

理能力，心理特征不但影响实践能力的发展，而且影响人体组织能

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等多种心智能力的发展。小学生实践能力

是以实践能力为内涵的基础上，将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探讨活

动。实践活动是界定实践能力发展的基本形式与情境要求，只有在

真实情境的实践活动中实践能力才能形成、发展以至完善。小学生

实践能力同样需要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发展。实践活动分为学校教育

活动与社会教育活动，学校教育活动是指校内教育环境与资源；社

会教育活动是指家庭教育环境与社会教育环境。两种教育活动都会

对小学生产生影响，但小学生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在学校教育活

动的影响下，学校教育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明显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故此，小学生实践能力可以界定为--以学校教育活动为主导，小学

生顺利运用已有的知识、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所需的生理与心理特

征。 

二、小学生实践能力的构成要素 

1、生活实践能力 

生活实践能力是小学生实践能力发展的基本目标，培养小学生

生活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学会生存的必要能力，对小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学会独立有重要意义。生活实践能力具体是指：衣食住行的独

立生活能力，身体运动力与协调力，生活安全防患能力、不同环境

的适应能力、人际与群体的社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现今我国

小学生考试压力与学业负担依然沉重，父母及祖辈对于成绩的好坏

愈加看重，从小的成绩补习班层出不穷。与之相对的是对于生活技

能实践的轻视，很多家长将小学生的衣食住行打理的井井有条，几

乎不用孩子自己动手完成，对于兴起的网络虚拟世界往往缺乏有效

的约束，造成儿童缺少生活体验与社会体验，生活实践能力不足。 

2、学科实践能力 

学科实践能力是小学生实践能力发展的主体环节。小学生学科

实践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是各学科教学活动，通过学科知识与技能

的应用与学习，解决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是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

方式。在小学学科中（语文、数学、科学、美术）课程内容都是以

日常生活实际作为案例，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不仅需要解决单一

学科问题，更要拓展学科问题与生活实践的联系，通过习得的学科

知识去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在学习方法的设置上，教师通过示范、

实验等方法引导学生参与、协作、沟通来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让学生学会观察事物、调查数据、进行实验、反复试错、得出结论

这一系列的科学探究方法，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的方式方

法。 

3、综合实践能力 

综合实践能力是小学生实践能力发展的重点环节。综合实践能

力具体指解决综合问题与复杂问题所需要的能力。 综合性与复杂

性问题往往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等多个层面，需要学生应用跨学

科的融合的知识与技能去解决，其中还经常需要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能力--独创性的解决角度、新颖的构思、标新立异的实践方法等。

小学生实践能力的构成要素的三个部分是相互渗透、彼此联系的，

三者之间缺一不可。生活实践能力是基础目标，主要针对学生与社

会环境相协调适应的部分。学科实践能力是主体环节，主要针对学

生对学科知识的学习及与如何用学科知识解决现实情境中存在额

问题。综合实践能力是重点环节，主要针对学生在面对综合性复杂

性问题时，能否运用创造性的思维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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