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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基地建设与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

——以秦岭北麓“微田园”系列综合实践活动设计为例

赵茜凡 陈 慧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 710100

【摘 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是深化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结构的重要突

破，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创新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些年国家在加强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建设校外综合实践活动基地提出

了明确要求。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多数活动基地的利用率比较低，部分校内基地仅作参观或兴趣小组活动之用。此外，还

有一些校外基地仅仅挂名，每学期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一两次形式化的活动，没有发挥校外基地的作用。文章分别论述了建设

校外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践基地的必要性，并对如何组织和整合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容进行了论述。最后以秦岭北

麓“微田园”系列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设计与开发为例论述如何实现课程开发，以期为学校及一线教师在进行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基地建设和课程开发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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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践基地的建设

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课程的改革已经逐渐呈现

出追求课程综合化的趋势，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在基

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生活情境

中发现问题，转化为活动主题，通过探究、服务、制作、体

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跨学科实践性的课程。该课

程立足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精神、在顺应国际课

程改革综合化的趋势中应运而生。自我国部分学校开设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以来，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课程模式，对于

课程的规划与开发、开展及实施、基地建设等等认识逐渐深

入，课程的组织化水平及实施质量不断提升。但同时面临更

多的问题：比如由于不够重视造成的课时不够、规划管理及

制度不完善、课程内容并未形成体系且随意性较大、课程资

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等各类问题。

2011 年教育部面向全国的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效果的调

查中发现，大多数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没有长期和固定

的综合实践活动基地，且部分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只在校内

简单实践，课程内容呈盲目性和随意性。而建立长期稳定的

综合实践活动基地是培养学生自理能力、团队精神、人文素

养、创造精神的摇篮，也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加油站。只有

加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基地的建设，将校内实践基地与校外

实践基地有机结合，进一步形成长期稳定的课程体系，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

秦岭北麓深处关中腹地，周围学校众多，这一地区风景

优美，气候宜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历史人文资源丰富，

具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的基础条件，适合建设为“微田

园”系列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外基地。基地建设以“学生自

由发展”为建设理念，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

合，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课程多在秦岭大自然中进行，

便于学生了解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尽情探索自然的

奥秘，做学习的主人，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和人生观，充分发

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

2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容的组织与整合

教育部在《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中规定了综合实践

活动内容的四大领域：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劳动技术教育以及信息技术教育。但这四个领域的割裂存在

不能协调开展的现象，同时还出现了在课程开发中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不能与其他课程整合的现象。比如现阶段各个学校

的课程开发集中在研究性学习，导致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等

活动资源缺失，忽视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的组织与整

合，缺乏完整性。

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基地建设中，要形成完

整、系列的课程内容，在课程设计和开发中必须坚持整合性、

连续性、实践性等原则。整合性即要求课程内容的开发可以

依托四大领域当中的某种方式为主，兼顾其他方式。或者以

整合的方式实施，使不同活动要素彼此渗透、融会贯通。连

续性是指课程内容的设计应该基于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设

计长短期相结合的主题活动，使活动内容呈现层层递进。由

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使活动课程的内容不断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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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活动课程内容之间的有机衔接与联系。最后课程内容

的组织与设计需要坚持实践性的原则，实践性是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最根本的特性。在课程内容组织中需要强调学生亲身

经历各项活动，在动手做、探究、设计、反思的过程中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从而使学生的个性特长、

实践能力、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不断获得发展。

3 秦岭北麓“微田园”系列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设

计与开发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开发，要结合学生发展的身

心、年龄、个性等特征，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为核心，

均衡考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对系

列活动主体的探究和体验，要体现出三者之间的联系，并且

强化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整合。

“微田园”系列课程开发与小学综合实践课程相结合，

符合《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让学生在做中

学，充分了解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区别于城市的农

田景观、散布的村落，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升实践能力和

助人为乐的品质，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课程体系分为三大

板块：（1）人与自然，侧重于生态的体验与探究。（2）人

与社会，侧重于交往的体验与探究。（3）人与自我，侧重

于自我的体验与创生。课程开发超越粗浅的观光旅游和休闲

放松，充分激发少年儿童的深层动机，让少年儿童经历切身

体验与高阶思维，达成深度理解与实践创新。人与自然侧重

于种植体验、养殖体验和户外运动；人与社会侧重于体验体

验侧重于同伴交往、团队协作；人与自我侧重于自我认识、

自我反思与自我规划，课程群落如下表所示：

表 1 “微田园”系列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计群落

课程体系 课程群落

人与自然
自然游乐（坡地滑草、植物迷宫）

农事体验（种植体验、养殖体验）

人与社会
朋辈交往（湖边野炊、山坡夜营、密林探险）

协作创生（水航模设计、水动力系统设计、自然游戏设计）

人与自我 健康生活、自我发展、人生之彩

在学生的现实生活中，自然、社会、自我并不是截然分

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学生与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机整

体，因此课程内容的设计来源于三者之间的交叉地带，以上

三大课程体系正是基于此，从而通过系列活动课程培养学生

关注社会、关注他人、实现自己真正的生活，从而创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

4 不足与反思

实践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基本方式，但是学生的

实践过程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需要克服盲目实践

的局限性。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在课程设计的前阶段可将研

究性学习纳入设计之中，通过调研等形成自主获取知识的能

力，并形成对自然、社会、自我的整体认识。此外，课程实

施中要克服活动形式化、表层化的局限性，需要处理好认识

与实践的关系，这也是后期进行基地课程实践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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