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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的现状、反思
杨丽玲

（贵阳市花溪区第二小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发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成为了现代素质教育中的一大亮点，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其具有与众不同的形式

和内容，是根据学生经验、结合学生生活而展开的，具有社会实际、动手实践性质的，为培养学生探究心理和创新意识为核心的新时

代课程。但是在目前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本文即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学现状，分析其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

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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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分析：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学问题

（一）以书本为核心

受到传统教育的固化思维影响，部分教师在开展活动课程时，

仍然以书本为核心参考，并没有意识到如何灵活开展这节具有实践

性质的课程，反而被书本所约束，让学生只能接受到来自于课本中

的文字内容，而失去了实践动手的常识机会。

（二）以教师为中心

实践活动是一项半开放性的课程，教师应当给予学生一定的

探索自由，但多数教师本着以纪律为教学重心，导致教学场所基

本集中于教室之中，学生没有机会真正接触和参与到社会实践或

者课外活动之中。

（三）以理论为重心

综合实践本应是一项活动课程，注重学生在活动中的亲身体

验和现实感受，要求教师能够突破书本、教室、学校的限制，让

学生真切感受到现实社会环境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但部分教师在

实施过程中形成了表面化的形式，却仍然以理论化的知识灌输为

课程内容，让学生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二、教学反思：综合实践活动问题原因分析

（一）认知观念问题

第一，学校重视不足，认为活动课程没有教育意义，或者认为

其所需条件、环境要求过高，没有正确认识到其教育价值；第二，

教师缺乏热情，由于学校的不重视，导致综合实践课程的开展缺少

资金的支持，没有材料、设备、活动空间，多数教师就放弃了争取

的机会，采取得过且过的传统教学法；第三，社会环境落后，这门

课程的开展需要社会、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家长等多方面的配合，但

是在目前的社会舆论和氛围下存在难度。

（二）教师专业问题

教师也是造成综合实践课程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教

师缺乏经验，没有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支撑自己开展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教师课程开发能力不足，并不能根据自身对于学生的了

解，以及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认知而开发出具有教学意义的课程活

动内容，在课程的规划、实施和管理等方面均表现出不足，需要

专业化的培训和提高。

（三）系统机制问题

虽然新课改要求学校必须加入活动课程，但是其管理权限由

学校所掌握，在学校领导不重视的情况下，就会对该课程不予管理，

让这门课程成为了空壳；而即使学校关注该课程，在缺乏学校教

研组研究的情况下，教师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这节课程更加完善。

此外，由于该课程并没有加入学生评价体制，因而教师和学生都

忽略了其重要性。

三、改变策略：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建议

（一）以教师为引导

教师是课程开展的出发点，因而对于活动课来说，首先就要

从教师开启，第一要对教师进行相应能力的培训，要求教师能够

独立设计活动方案、编写活动内容、组织活动流程、总结活动成

果等，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年龄、能力、心理选取、改变或者独

创适当的活动，让学生能在良好舒适的环境中完成活动探究；第

二，在活动开展进程中，教师需要以引导者的身份进行适当的牵引、

辅助、提示，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成就感，体会到活动的价值。

（二）以制度为保障

一门课程的完整实施必然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学校应当按照

国家新课程要求，以明确的条文制度确保活动课程的实施，避免

被其它课程占用；同时应当将该课程的成绩和表现加入评价体系，

与教师的福利待遇进行挂钩，通过制度来保证学生的正常课时和

教师的积极性。

（三）以个性为发展

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是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原则，该课程的主

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主观探究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因此教

师就要让学生在课程中拥有自主选择、参与、放弃的权利，尊重

学生的决定、意识和能力，为他们创建没有压力和紧张感的活动

氛围，让学生感受到天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活动空间气息，脱离

传统教室的压抑和阻碍。

（四）以家校为联合

对于小学教育来说，家庭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综合实

践课程的开展过程中，教师可以与家长进行积极沟通和配合，让家

长能够发挥自身的义务和职责，帮助自己的孩子积极实践，推动学

生的能力发展，促进该课程的顺利开展。

四、结语

总之，当前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的开展并不理想，面对诸

多问题，需要理性客观的分析和认知，通过在学校、教师、制度、

学生以及家庭等多方面的改进，能够有效促进综合实践课程的开

展，使其拥有积极的教育价值和意义，让学生能够收获实践体验

和感受，获得相应的认知和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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