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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阶段班级活动设计实践研究 
◆顾昀吟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班级活动”的开展能够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综合素养

的培养。但就目前而言，许多一线班主任在“班级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方面没有过系统的研究与思考，导致许多“班级活动”浮于表面。本文

对小学阶段“班级活动”如何开展，进行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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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思想道德建设“既要重视教育，更要重视
实践教育、体验教育、注重自觉实践、自主参与。思想道德建设
是教育语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要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体验教
育为基本途径。”由此可见，“实践育人”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以
前灌输式育人的位置。 

二、现状分析： 
1. 对于“开展班级活动”思想意识不到位。许多班主任在

班级管理或教学工作中，以“讲授”、“灌输”为主，觉得开展活
动是浪费时间，对班级活动的开展没有系统地思考或研究，甚至
是没有开展过班级活动。 

2. 活动没有目的性、系统性、实效性。有的班主任开展班
级活动时比较随意，没有明确班级活动的“目的性”，没有仔细
思考过班级活动的“实效性”，或是开展的活动之间没有联系，
不成“系统”。散漫、杂乱的班级活动对学生的综合素养的形成，
并起不到良好的效果。 

三、实践研究： 
“实践育人”，也可以是“活动育人”。比起灌输式的育人方

式，以活动的形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参与其中，更能够起到教育
意义。作为小学班主任，能够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切合学生
需要的班级活动，是班主任工作的一项重点。下面，我就如何设
计小学的班级活动谈几点看法。 

（一）班级活动要具有系统的目的性： 
班级活动不同于其它短暂性的活动，只需要短期目标即可。

一个班的发展时间是六年，那么班级活动的目的时效性应该是六
年。同时，班级活动的目的应具有科学性，要在《课程标准》或
是“核心素养”的引领下，围绕其中的某一个点展开。 

例如，新课标和核心素养提出了对学生“沟通能力”方面的
要求。而哈弗的一项实验表明，沟通能力强的孩子在成年之后，
成功率比沟通能力弱的孩子高 50%。由此可见，沟通能力是一项
重要的能力，而这项能力只靠课堂学习、灌输式教育是没有用的。
我们需要通过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形成。那么，针对“培养学
生的沟通能力”，在不同的年级，根据每个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
以及能力，我设计了不同的活动，如下： 

范例 1：一年级第一个星期，与四年级进行了“大手拉小手”
联谊活动。四年级与一年级一对一制作水果拼盘，在活动中，孩
子们需要大胆地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进行交流、合作。 

范例 2：一年级第二个星期，进行了“手掌画作品拉票活动”。
学生们完成作品以后，需要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向陌生的哥哥
姐姐们“推销”自己的作品，为自己的作品拉票。从而达到训练
他们沟通能力的目的。 

范例 3：二年级才艺展示周，其中的画展，以小组形式向全
校拉票。拉票对象不仅是同学，还有学校的老师们、参与的家长
们。如何说服别人将有限的票数投给自己，这对孩子们的沟通能
力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依托几次活动，学生们走出教室，亲身实践，善于交流的孩
子能体验到学习之外的成功带来的喜悦；不善于交流的孩子也在

努力尝试突破自己。 
（二）班级活动需回应班级实际问题 
上面说到的目的要有系统性、科学性，除此之外，活动还应

该回应班级问题，具有实际意义。 
因此，班级活动不是随意设计的，它应该和班级问题相伴相

生。即当班级出现某一个问题后，我们作为老师不该只是单一的
灌输式批评教育，而是要以这个问题为契机，设计解决问题的相
应活动。 

范例 1：本班在学习过程中，多次出现了“抄错生字”、“写
反数字”、“读书漏字错字”等现象。这些错误已经严重影响到一
些同学的学习，这已经不再是个人错误，而是“班级问题”了。
面对这样的班级问题，作为班主任，我设计了一次“家校合作•

提升能力”的主题亲子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设计了短课观摩
（体现学生预习朗读的错字漏字）、汉字抄写（家长和孩子一起
抄写，一起亲身体会仔细观察的方法）以及亲自朗读（课文朗读，
错误出局，体会正确读文的方法）三个环节。通过活动，孩子们
意识到了自己平时的大意，以及对学习不够认真严谨的态度是影
响自己进步的最大因素。 

范例 2：“核心素养”对学生学会生活也提出了要求，结合
平时班级卫生打扫不干净、书包整理不到位的问题，我设计了“学
会生活”班级课程活动。在校利用碎片时间进行相关教学，最后
通过比赛“整理书本”“收拾文具盒”“清扫地面”“衣服折叠”
等几个项目，调动学生的劳动参与积极性。同时，也从方法上指
导学生把事情做得更加规范。 

很多老师会觉得，教学工作已经很紧张了，专门拿出时间来
进行班级活动，会耽误教学时间，得不偿失。其实，当我们的班
级活动能够回应班级问题，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时，我们就会发
现，班级活动会成为我们管理班级的一剂良方。 

（三）班级活动应依托课堂进行延伸 
班级活动除了要回应班级实际问题，还可以是课堂教学的延

伸，甚至可以是课内教学的补充与升华。 
范例 1：一年级数学学习人民币的认识，而学生因为年龄太

小，很少接触人民币，反复地认识人民币需要花去大量的课堂时
间。于是，为了帮助学生快速地认识人民币，我们学科整合，开
展了一次“认识人民币•美食分享”亲子活动。由家长们开设美
食市场，孩子们拿着教学纸币在市场中购买自己喜欢的美食。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自己出示相关面值的纸币，在涉及找零时，需
要自己计算。如果没有零钱，需要自己到一旁的“附小银行”进
行兑换。通过这一个活动，学生们在亲身的实践中快速记住了人
民币。 

范例 2：语文的阅读是语文学习中的重点，那么如何提升学
生的阅读能力，扩大学生的阅读量。我设计了每年一次的“亲子
阅读节”活动，为期一周。学生们通过制作书卡推荐好书、讲故
事、绘本课、绘本展等活动，从中体验到阅读的快乐，从而更加
主动地进行课外阅读。 

这样课内延伸至课外，课外又对课内形成补充的班级活动，
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率。而尝试在亲身体验中去弥补知识，没有
比这记得更牢固的方法了。 

总而言之，班级活动应该有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目的，在班
级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活动体系。教育研
究表明，学生的认知主要是在实践和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班级活
动不应只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它承载着“育人”的重担，是班主
任德育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在自由活动的过程中感知、
体验、学习、提高。活动育人，教育从儿童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
因而具有时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