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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村中小学薄弱学科教师短期集中培训项目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班 

新闻快递 

体验性大课堂：走进棋盘街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观摩课 

（记者 舒丹）10 月 18

日下午,“国培计划（2011）”

——吉林省农村中小学薄

弱学科教师短期集中培训

项目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班

的学员们走进了棋盘街小

学去听一次别开生面的小

学综合实践活动观摩课。首

先，棋盘街小学的王校长从

全面规范的课程管理、开发

拓展课程资源、科学完善课程评价三方面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经验作了简

单介绍。 

接着是朱鸿老师的现场观摩课《火眼金睛看广告》。围绕着单元目标和主题，

教师设计了三个活动：“可口可乐”广告的分析及其成分的调查，辨别“农夫山

泉有点甜”的体验活动，设计“运动会一个学生要购买耐克运动鞋”的情境提出

新问题。在前两个活动中，教师有意地引导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和做实验两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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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分析广告的手段与意图，让学生学会客观理性地对待广告。在第三个活动

中，学生逐步学会了运用前两个方法，来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并懂得了广告不

能作为购买的全部依据，消费要冷静和理性。 

现场课过后，是来自武汉小学的刘延红的说课《图书室的利用》。在说课中，

刘老师重点介绍了活动规划的四个环节：明确任务、激发内驱；尝试先行、分享

经验；探究体验、建构生成；升华经验，拓展延伸。丰富的图片展示和影像资料

向学员们呈现了在一个真实的活动任务下，教师如何引导学生主动去探究和体

验，并让学生学会自主和合理利用图书室。活动结束后，刘老师还和学员们分享

了自己教学后的反思：教师如何指导才能使学生的经历变成有意义的学习。 

最后，沈旎老师让学员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和总结自己的观摩感受和体会，并

针对这两节课向学员们介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生能力表现及武昌区区域推进

策略。“一直向着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沈旎老师以罗素的这

句话来和学员们共勉，希望有更多的“综实”教师组成同伴，在综合实践活动这

条路上认真而执着地向前走下去。通过这次观摩课，参加国培计划的学员们都受

益匪浅，在体验性的大课堂中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对如何

上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把握。 

 

专家讲坛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主讲人：郭元祥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师教育资源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综合实践活动项目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

会综合实践活动学术委员会会长。 

主要从事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目前正进行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

目“学习方式变革与学生实践能力

发展研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重大项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研究与设计”、全国教育科学十

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研究”等课题研究；在湖

北武汉市、沙市、湖南长沙市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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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广东佛山市、河南省等地与中小学一起进行“综合实践活动”、“学习方式

变革”、“新生活教育”等问题的研究与实践。 

郭元祥教授在本讲中，首先从《国家中长期规划与发展纲要》中体现出来

的精神和要求出发，高屋建瓴地分析在新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遇

到的新挑战；接着围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四个元问题来阐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基本理念：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性质和价值、课程目标、学习方式、评价标准；

最后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常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效实施的策略和方法。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目标设计与核心能力目标细化 
主讲人：姜平 

 

中学高级教师，湖南省长沙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2004

年增补为教育部综合实践活动

项目组核心成员，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学分会综合实践活动学术

委员会副会长，兼任教育部基础

教育课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中

心研究员、湖南省课改领导小组

专家组成员、湖南省教育科学规

划咨询、评审、鉴定专家、湖南

省综合实践活动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创新教育协会理事等职。参与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重大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研究”课题研究；主持湖南省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验研

究”。先后撰写和编辑出版《体验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实践探索》、《综合实践活动特色案例及评析》、《我们怎样做校本培训》、

《校本教研叙事研究》等专著；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教育研究与实验》、《中

国教育报》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30多篇。 

在本讲中，姜平老师首先从目标设计与细化的意义入手，接着分析实践中的

问题表象，目标设计的思路，目标设计的基本方法，并重点阐述了七大核心能力

目标：发现提出问题的能力、规划设计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调查访问能

力、实验与观察能力、总结交流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细化和分解。最后，从在

活动中如何落实目标来强调目标设计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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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声 

 

美丽·热情·收获 
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第三小学 逄锦艳 

怀揣满腹疑惑来到美丽的江城武汉，步入清新怡人的华中师范大学，徜徉在

林荫小路上，这里的一切令人感到亲切、舒适。 

热情、周到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只

知道教学一线上的班主任辛苦，没想到一个短期培训的班主任竟也如此尽职尽

责，我想这是人格高尚的一种体现，也是对工作热忱的一种表现，也是对生活热

爱的一种显现。 

继而，我们聆听了几位教授的讲座，真是受益匪浅，获益良多。郭教授细致、

耐心的讲解使我对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原来单纯讲授不

是综合实践课，应注重教师的指导性；原来“大帮哄”不是综合实践课，应注重

学生学习过程分工的明确性；原来放任自流不是综合实践活动课，应注重学生学

习活动的目标性。综合实践活动课是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学

习的多样性。例如：搜集材料、查找文献、合作讨论、总结交流等。印象最深的

是郭教授举的一个例子：以“洗手”为研究问题，学生通过过程性学习，最终分

析出与之相关的 28 个因素：洗手要用温水、洗手液、反复搓洗……三年级的孩

子居然总结出了这么多种因素，我们不能小看孩子，也不能忽视对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设计。精心设计的主题，用心地组织学生学习，孩子们的思维被激活，在

合理的设计下，在有效的课堂里，孩子们快乐地研究和学习。这样的学习丰富了

学生的过程体验，积累了学生的学习经验，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绽放异彩。我懂

得了这就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我明白了这就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魅力。 

 

拨开迷雾  终见彩虹 
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中心校   何鑫 

    人们常用“水中望月，雾里看花”来形容看事物不真切，朦朦胧胧的感觉，

我以前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认识也有同感，经过我区教研员的点拨、培训已有

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这门学科的认识，还是不深，这次来武汉培训，我对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又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 10 月 14 日下午，郭元祥老师对综合实践

活动这门课程的解读，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一千人眼中有

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我们各位学员对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的认识也是一

样。 “这门课程是一门为孩子奠基一生的学科” “这是思、想、感、悟的课程” 

“这是一门解放儿童的学科”……学员们讨论交流热烈，郭教授进行了点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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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专家的专业引领，我们走出了一个个误区，有的学员问郭教授“击鼓传花，

秋游，是不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研究范畴”，郭老师一一做了讲解并回答说：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是有一定规范的。”以前我在教这门课程的时候，也没有

想太多，这次与专家的接触，真的感觉学到了很多。通过短短几天的培训，我对

这门课程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感谢国培，使我的专业素质，不断进步，不断提

升。 

 

收获在十月 
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中心校  杨梅叶 

北方的十月，稻谷飘香。尽收眼里的金黄，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就在这

充满成熟和收获的日子里，我揣着梦想，带着全区教师的希望，前往国家师范教

育人才重要基地的华中师范大学，参加为期两周的国培计划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

短期集中培训。 

10 月 13日，我们的学习正式拉开帷幕。开班式上，华中师范大学李校长热

情洋溢的致辞，让我感受到温暖和盛情，既有内涵又有深度的讲话，让我对这所

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人才摇篮一见钟情。 

王坤庆教授《国际教育改革与思潮新动态》的报告，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的内涵分析，过渡到人文教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思潮，从人文教育的历史演变到

人文教育的当代取向，直到我国当代的教育体现及王教授的人文教育观，让我们

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接下来的学习，让我深深受益，收获颇多。这里仅就郭元祥教授两次为我们

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的报告相关内容，就让自己就有了别样的

感觉：之前对综合实践课程的淡漠、朦胧、表层认识，经郭教授的理论、实践、

经验点播，我开始了顿悟，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了全新和清晰的认识。随着郭

教授具有说服力的事例，具体数据统计的研究资料，加上递进式的讲解、研讨和

案例分析，我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价值目标、内容、实践过程、有效实

施及与其它学科的整合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几天的学习，从理论到实际，填补了自己很多空白。我庆幸，我欣喜，2011

年的十月我收获满满。相信接下来的学习，会有更多的收益！ 

 

走在路上 
吉林油田测井小学   胡艳萍 

    初次结识综合实践活动课是在八年前。暑期开学之初参加教学工作会议时得

知要开设一门新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然而八年来，我觉得这门课程似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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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漂浮于校园的某个角落，从来没有真正立足于校园，也没有植根于学科队伍中，

更没有实实在在地服务于学生。即使订了教材，课表里美其名曰也有它的一席之

地，但事实也只是被两节象征性的研究性学习和一节信息课所替代。因此说课程

的开设就是流于形式，没有专职教师，没有周密计划，没有业务指导，没有领导

重视，没有评价标准，没有监督考核。似乎所有相关的教师都有一种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之困惑。这让作为教学副校长的我真是心存愧疚。因为我没能够引领教

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探究，一直徘徊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路上。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考核的压力，有的就是山重水复

疑无路的困惑。一路走来，师生劳累，我亦疲惫…… 

金秋十月，我有幸成为“国培计划”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班的学员，（开班前

还发现自己被阴差阳错地漏掉了，后来经过积极的争取才失而复得这次华中师大

学习的机会，因为我期盼培训的日子太久了）。几天的学习下来，已经让我有了

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曾经感觉既朦胧又陌生的课程逐渐变得清晰而

又熟悉，并感觉到越来越亲切。虽然没有享受到沁人心脾的金桂幽香，但专家对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精辟解读足以让我陶醉…… 

当郭教授让学员用不超过 50字的语言来诠释自己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

解时，我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个晚上，最后写下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

可以真正为学生一生奠基的课程！我坚信，只要学校领导重视到位，只要常规课

程管理到位，只要任课教师研究到位，只要学生参与活动到位，这门课程真的是

能够担当起“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一切为了学生”这个教育使命。 

如果说昨天走在路上，我还是一脸的茫然，那么今天走在路上，我已经是满

心的豁然；明天走在路上，我相信必将是全身心的释然…… 

有专家的科学引领，一定会让我们在探索和实践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的道

路上越走越坦然，发现并欣赏到这门课程的无限魅力！让教师受益，让学生受益，

让社会受益…… 

 

感悟名师 

 

零距离接触“综实” 
——听姜平老师讲座有感 

白城市通榆县明德小学 张丽 

多年来一直兼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我，是在一片迷茫中摸索着走过来的，

内心一直渴望能有一个“扶手”。这次作为国培学员走进华师，与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零距离接触，如雪中送炭，为我点亮了“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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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听了姜平老师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堂教学范式与有效指导的策略》

的讲解，我豁然开朗。从教综合实践活动课以来，示范课、观摩课听了很多，但

都只局限于成果汇报这一课型。而对主题确立、主题分解这样的课程却十分模糊，

总觉得不知道如何入手。“怎样形成模式”“如何有序、有效地指导”等问题一直

困扰着我，所以如“雷池”般不敢“逾越”。今天听了姜平老师的讲座后，在我

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模式。姜平老师的讲座恰好为我插上了这双翅膀，我

会勇敢地去试飞，飞越鸿沟，真正地飞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这片天空。 

此刻，我不由发自内心地感谢“国培”，是它让我得到了提升，也让我与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得以零距离的接触。 

 

认真做值得做的事 
      ——听沈旎老师的课有感 

辽源市东丰县小四平小学  韩会红 

今天是国培的第五天，我像

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多分钟来到

了教室。当我走进教室时，第一

眼便看到了身穿深灰色开衫，浅

灰色筒裤的沈老师。她正在讲台

前调试课件。专注的神情，让我

不禁在想：沈老师真敬业，来的

真早啊！坐下来静静地注视着沈

老师：一头短发，一副眼镜，一

条浅灰色丝巾，美丽与魅力这两

个词同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让我突然想到了著名主持人鲁豫，发型的相同，

气质的相似，让我把她们联想到了一起，这也许就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吧！ 

    如果说沈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丽而有魅力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严谨治

学的科学态度了。 

沈老师的讲座在调查这一活动中开始了，这让我感到一头雾水，沈老师到底

要做什么？接下来她又让我们根据调查数据提出问题。第一时间让所有的人都参

与到课堂中来，直接就展开了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后来，在交流中我才明白

沈老师这一巧妙设计的良苦用心。一是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

明确此行学习的目的与任务。 

带着目的与任务，我们上路了。一路上，沈老师精彩的案例分析，模拟课堂

的创设，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培养小学生的问题意识，更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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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突然有了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什么是高效

课堂？什么是真正地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学为什么是师生间真诚的、有目的

的对话与交流？一时间，专家们的教育思想让我顿悟。 

沈老师的讲座在《坐井观天》的故事中结束了。熟悉的故事，引发我们去思

考、去反思。我们都是青蛙，我们又互为小鸟。结识沈老师，她为我们的心灵打

开了又一扇窗。“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尽可能多地要求一个人。”值得去做的

事情，一定要认真去做。 

 

作业集萃 

 

编者按：“做，然后说”，沈旎老师在释题时向学员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

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教学离不开具体的情境，教学现场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

更需要教师的智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但却可以有永远的

尝试。在课堂上，沈旎老师采用体验式教学，让学员们在观察课例之后，自己设

计教案，并进行对比，来理解真实任务驱动下教学设计的不同之处。下面选取的

是部分学员的作业。 

 

《关于皮影戏的研究》教学设计一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明德小学 张丽 

一、活动总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皮影戏的历史。 

          2.学习皮影戏的制作方法，能够制作皮影。 

情感目标：1.通过小组活动，合作交流，体验与他人交流的乐趣。 

          2.激发学生对皮影文化的喜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能力目标：1.学会查找、收集、整理资料。 

          2.能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能够将自己的成果通过不同形式展示与交流，养成反思的习惯 

二、活动过程 

1.发现问题（第一课时） 

活动目标：通过查阅资料，观看表演等途径，了解皮影戏的历史、表演方式

等内容，发现问题。 

活动流程： 

（1） 交待主题，请学生谈一谈自己的了解，其他同学还有哪些想知道的。 

（2） 播放皮影戏表演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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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观看皮影戏后，大家又想知道哪些问题。（引导学生正确、清楚

地陈述问题） 

（4） 将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初步筛选（考虑价值性与可操作性） 

（5） 引导学生将筛选出的问题进行分类。 

（6） 组建研究小组，制定方案。（由问题提出者陈述理由，其他同学根据

意愿选组） 

2.实践研究 

（1）对学生进行方法指导，制定各组方案。 

（2）各组在活动中再次收集、整理资料 

（3）整理资料，选择汇报形式 

3.成果交流 

（1）各组展示成果 

（2）集体讨论 

（3）评价各组活动过程 

 

《关于皮影戏的研究》教学设计二 
长春市宽城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伟 

一、活动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让学生发现问题，并确立研究主题；通过对皮影戏的

调查研究，了解皮影戏的历史和现状；能合理运用所学的学科知识提出保护

皮影戏的建议；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方法与过程目标：能运用归类的方法把零散的问题组合成系列问题，并

确立子课题；尝试调查研究和访谈的方法，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通

过这次活动关心传统文化，增强社会责任心，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 

 

二、活动过程 

第一阶段：确立主题、创设情境 

引导语：同学们喜欢看皮影戏吗？下面就放一段视频，看后你能提出什

么问题？ 

第二阶段，小组讨论，提出问题。 

学生可能会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皮影戏，皮影戏怎么演，怎么制作皮影，

演皮影戏需要几个人啊，声音怎么配，背景音乐怎么配，怎么动，制作皮影

戏需要哪些材料，做皮影戏是不是先要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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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交流汇总，问题归类 

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进行分类，把每名学生提出的问题签

贴在黑板上，相同的问题可拿下来。 

第四阶段：确定课题，小组分工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问题进行研究。 

三、总结与反思 

这节课，我们每个小组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找到自己喜欢的问题

研究，下节课继续探讨你喜欢的问题。  

 

《关于皮影戏研究》的教学设计三 
——成果展示课 

亚松一小 王雅丽 

活动准备： 

1.通过查资料，调查问卷等途径，调查皮影戏的历史、演变等相关信息。 

2.通过收集、整理各种图片、数据，写体验日记、调查报告，让学生学会介

绍皮影戏的分解课题及调查原因。 

一、回顾过程，激情导入 

和学生一同回顾确定课题实施过程的情景。 

二、交流探究，成果汇报 

（一）教师的指导 

1.教师小结整理主题活动开展的过程及研究情况。 

2.导入成果展示的评价指导，布臵成果展示的要求。 

3.以小组为单位，展示各小组课题活动的成果。 

（二）小组的展示 

1.“皮影戏”的历史 

展示形式：幻灯片展示 

展示内容：研究的目的——活动实施计划——查找的资料——借助图片呈现

“皮影戏”的演变——小组体会 

2.“皮影戏”的制作 

展示形式：幻灯片展示制作过程 

展示内容：小组子课题产生的原因——实施计划——多媒体播放——河北省

玉田县皮影制作有限公司过去、现在的生产过程——体现利用现代化的工艺制作

皮影的改良和变化——归结传统工艺的现代化 

3.“皮影戏”的几种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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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形式：展示台、PPT 

展示内容：研究目的的阐述——活动计划——实施过程——图片展示——录

像——小组的感受 

4.表演“皮影戏” 

展示形式：学生表演、展示作品 

展示内容：学生表演（学生配音）——学生互动——小组展示图片、文章、

手抄报等——小组感言和体会 

三、围绕实施的活动，开展总计反思与评价 

1.小组同学回顾活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2.在实施过程中又生成了哪些新问题，并对新问题进行有效研究。 

 

诗意教育 

教育是慢的艺术 

郭元祥 

秋风、秋菊，晚风、晚霞，忙碌的大学校园开始寂静下来。年轻的妈妈带着

蹒跚学步的孩子，年轻的情侣相拥着漫步林间小道，步履稳健的金婚夫妇相伴缓

行，好一首舒缓的小夜曲。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旁边，我停下了脚步。只见年轻的 

妈妈放开学步的孩子，在几步之遥处蹲下来，拍着双手，面带微笑望着颤巍巍

的孩子说：“宝宝，过来！”孩子面露惧色，双腿发颤，双手打开，试着迈开

脚步，却又难以挪动。年轻的妈妈没有上去搀扶，依然在原处微笑着、等待着、

鼓励着孩子的勇敢和尝试。孩子几次努力之后，终于大胆地挪动脚步，扑向妈

妈的怀抱。年轻的妈妈一把把孩子搂进怀里，在孩子粉嫩的脸蛋留下一个幸福

注：图片来自云朵面包儿童摄影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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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吻，尽情地享受着孩子的成长。从孩子迈开第一个脚步的时候，成长就开始

了，教育也就开始了。 

教育恰如教孩子学步。对待学生的成长，来不得半点儿急躁，不需要越俎代

庖。放手是必要的，尝试是必要的，等待是必要的。孩子还没有迈开第一个脚步，

你就去牵引他，甚至一会儿捉住他的右腿，一会儿抓住他的左腿，帮他迈步，那

孩子也许永远也学不会独立迈步。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慢，需要平静和平和；

慢，需要细致和细腻；慢，更需要耐心和耐性。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我们很多

教师和家长有太多的恨铁不成钢、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急躁冒进和揠苗助长、

太多的高期待和不理解。 

教育，作为一种慢的艺术，尤其需要合理地对待学生的不足缺陷甚至错误。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点滴错误、点滴成绩、点滴感悟积累而至质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跌下去和爬起来。他一跌到，你就去惩罚他，而不是等待他、

鼓励他自主地站起来，那他也许会耍性子，干脆不起来，等着你来拉扯他。对学

生来说，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一种经历，错误是一种行为，错误是一种认识的暂

缓，错误是一种履历性的成长资源。学会使用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需要教师发

挥慢的艺术。 

教育，作为一种慢的艺术，需要留足等待的空间和时间，需要有舒缓的节奏。

高频率、快节奏、大梯度，不利于学生的有序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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