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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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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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隆重举行 

（记者 舒丹）10 月 13 日上午 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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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在华中

师范大学桂苑宾馆一楼报

告厅隆重举行。华中师范

大学副校长李向农，教务

处处长王坤庆、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综合实践

活动项目组组长郭元祥教

授出席了开班仪式。 

“你们远道而来，克

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此次国

培计划，我首先对你们的辛苦和参与的热情表示称赞”，李向农副校长朴实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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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话语温暖着学员。接着，他从“国培计划”的由来、含义、指导思想三个方

面来介绍什么是“国培计划”。“国培计划”是在 2009年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

由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制定的一个计划。“用五年时间，对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四个阶段的 1200 万教师进行培训，并让培训制度固定下来，保证每个教师

在五年的时间内都有一次参加培训的机会。” 李向农副校长还对“国培计划”的

三个指导思想：示范性培训、雪中送炭、体制创新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另外，他

提出了自己对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解，并通过中美两国的教室布臵、班级

规模的比较来论述在我国现有的教育条件下，仅仅通过课堂教学去贯彻和落实综

合实践活动的理念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认为要通过其他方式让学生走出课堂

动手去做、去实践和生活中体验，在做中提高学生的能力，培养好的行为习惯。

最后，他以报纸中看到的一篇小学生作文为例来强调在开展综合实践活动中要重

视“后效应”，并反思教育思想、教育行为和教育的最终指向和宗旨。 

“热情、有思想、有深度”，郭元祥教师对李向农副校长的讲话进行了简短

的小结。同时，他提出此次培训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承办单位在培训模

块的设臵、培训教师的选择、培训生活的安排、班级管理的组织方面都会做精心

和细致的部署来保证学员能够学有所获、心情愉快！他真诚希望国培学员们能够

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学习上相互交流，多思考、多问问题，为综合实践活动的课

程建设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经验。上午 9 点，开班典礼结束，出席

开班典礼的领导和全体学员合影留念。 

 

专家讲坛 

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当代国际教育思潮概览 

主讲人：王坤庆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教育学、国

家级精品课程教育学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兼任全国教育哲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教育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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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王坤庆教授在本讲中从人文教

育当代复兴的背景：唯科学主义、

工具理性膨胀、人发展的困境为切

入，详细地阐述了人文精神、科学

精神内涵 ；人文教育的历史演变；

人文教育的当代取向。最后他提出

了自己的人文教育观：解放儿童；

学会生活；追求崇高；完善人格。

王教授开阔的教育学视野、深厚的哲学功底、丰富的教育思想，让学员们享受了

一次精神的盛宴。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解读 

主讲人：雷万鹏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教育经济学会理

事，湖北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

作者分会理事长。主要研究兴趣

为教育经济与财政、教育科研方

法、教育政策研究、农村教育发

展、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 

雷万鹏教授结合自己的社会调研从战略背景、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体制改

革、机遇挑战五个方面来解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宏观

上把握和分析国家的发展大势、教育的发展动态。最后，雷万鹏教授和学员们分

享了四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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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是旅程，不仅仅是蓝图 

〃问题是我们的朋友 

〃最好的组织机构向外部学习也向内部学习，与更广泛的环境保持联系至关重要 

〃人人都有变革的能量 

 

华师印象 

 

华大秋韵 

松原市宁江区善友中心小学   张晓宇 

正值深秋，走进华大，最抢眼的是路两旁那伟岸的梧桐。常言道：没有梧桐

树，招不来金凤凰。这些树也有一定的寓意吧。要不然，华大的金凤凰怎么如此

之多？ 

正思量着，一棵棵俊俏的竹子映入我的眼帘。哈！花中四君子之一。不错，

再仔细一看，一棵棵一排排犹如一群美少女，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向我尽情地

展示她们那亭亭玉立的姣好身材。 

再往前走，只见一片片熟悉的叶子晶莹剔透。哦，这不是八宝树吗？在北方

一向矮小的它，在这里怎么这般高大？难道是地域的原因吗？用手一摸，原来这

叶子就像普通的杨树叶子一样薄，也不像八宝树的叶子那样厚实和水润。原来，

一不小心我被自己的眼睛欺骗了。 

前面是两大片绿油油的草坪，真让人心驰神往，躺在上面仰望天空，虽不像

北方的天空那般蔚蓝和高远，也一样会宽广而富于遐思，惬意怡人。 

都说环境改变人，环境造就人。在这样的恬静而优美的环境中，你怎能不富

于激情，赋予遐想？我的心被感染着，激荡着，澎湃着，我想，这便是华大独特

的秋韵吧。 

 

学员心声 



 5 

 国培情怀，华师灵韵 

龙井市亚松一小  王雅丽 

我，从中国地图上的“鸡嘴”——延边，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华中师范大学，

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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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培训。 

当我双脚踏上这座国家历史名城时，心潮澎湃。这次我们是跨省来参加培训

学习的，要亲自聆听教育专家的讲座，肩上担负着学校未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良好运作和提升的使命。我告诉自己，珍惜学习机会，把教育专家的讲座带回去，

让我校教师不出校门也能享受到精彩的培训。 

走在华师大的校园里，满眼绿树成荫，树影婆娑。楼房、建筑掩映在绿树丛

中。灰喜鹊和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林中欢快地穿梭、鸣叫，尽显这座百年名校的

和谐与魅力。 

教室里，我们这些学员们“求知若渴”，静坐在培训班的课堂上，聚精会神

地聆听着教育专家郭元祥教授、王坤庆教授、雷万鹏教授的精彩讲座。 

三位专家神态平和、亲切，语言幽默、丰富，气质儒雅、博学，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课堂上时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 

真实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受益匪浅。通过培训，我们明确

了《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的内涵；了解了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

当下新课程改革的战略任务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三大理念及核心目标。 

专家们的讲座就像是花蜜一样滋润着我们每一个学员的心窝，让我们体会到

了心中涌动着的那份激情与责任。 

在专家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解下，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不是可教的课程；是可做的课程；是实践性、经验性的课程。在教师导的巧、导

的有效的教学方法指导下，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活动，获得直接经验。 

我仿佛看到我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就像一朵开放的奇葩，逐渐绽开绚烂的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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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同行，一路真好 

东丰县小四平小学 韩会红 

有一句话说得好：“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

峰。”此次国培，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作为一名奔波于一线的小学教师，多少年来都是一支粉笔，两本教科书，在

一个狭隘的田地里默默耕耘。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当我走进国培，

我才深深感受到什么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原来自己就如井底之蛙。 

回顾这两天的学习，自己在聆听与吸纳的过程中打开了心境，又在反思与感

悟中内化自己的思想。王坤庆教授关于《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的精彩报告，为

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教育视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为人文教育的复兴之路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郭元祥教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核心理念的解读，为每一名

进修学员上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指明了方向。他灵动的思想和渊博的学

识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一定要把崭新的理念注入我们的课堂，为培养有实

践素养的学生而努力，为了孩子一生的发展负责。听完郭教授的讲座，真的有“听

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同时又深感“前方之路，任重而道远”。 

国培路上，我们研讨着，思考着，成长着。俗话说得好“独学而无友，则孤

陋而寡闻”，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所以我要说，学路相伴，与你同行，一

路真好！ 

今夜失眠之随想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建设小学 刘爽 

今夜，我再一次沦陷在深无止境的失眠状态中，暗自安慰自己：顺其自然吧，

任思绪天马行空地飘扬。 

“外面的世界好精彩！”不走出去真的会成为井底之蛙。 

    原以为“国培”和每次的外出学习一样，流于形式，枯燥乏味。两天下来，

听了三位教授专家的讲座，平静的心逐渐澎湃起来，沉睡的脑细胞逐渐激活，狭

隘的思想逐渐提升。“教书育人，先要教育好自己。”我反思自己，该给自己充充

电，换换新鲜血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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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三天的学习，这里的一切已让我耳目一新，充实而踏实。好多思绪流淌

于笔端，好想让时间肆无忌惮地蔓延，让我在这校园中多驻足，在“国培”中多

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我相信在华师的学习生活会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抹色彩。 

 

研修日志 

经历是一种幸福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李艳华 

时值深夜，我伏案准备记录自己在“国培计划（2011）——吉林省农村中小

学薄弱学科短期集中培训项目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班”第一天的学习收获时，“幸

福”一词是那样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我的脑海，于是我信笔写下了这样的题目---

经历是一种幸福。 

做孩子的幸福,或许像小鸟快乐、自由，那是因为有人呵护；做父母的幸福，

或许像阳光温暖、和煦，那是因为懂得付出；做老师的幸福，或许像花儿一样绚

丽、夺目，那是因为我在成长。国培学习班就是让我们教师幸福成长的一个平台。 

第一天，上午隆重的开班仪式后由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坤庆教授做了《人文精

神与人文教育》的专题讲座，在王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中，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面对的是有灵性的儿童，我们要把儿童当成真正的人，在传

授知识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儿童成长的需要，

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下午为我们做讲座的是国家教育部综合实践活动项目

组负责人郭元祥教授，他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背景谈起，讲解了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的目标、性质、特点、内容等等，使我们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了更深

层次的理解！在与专家近距离的接接触中，他们的思想、理念、学识都给予了我

们深刻的影响！ 

我感到自己真的很幸运，正当年轻，在专业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搭上了“国

培”学习的快车，乘坐在这列快车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帮我

开茅塞，长新知。能经历这样的培训活动中我能肯定地说：“我是幸福的、快乐

的！” 是啊！经历就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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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然后知不足 

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中心校    何鑫 

今天是 2011 年 10 月 13 日，是“国培计划（201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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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的大日子，有

幸聆听了郭元祥教授、王坤庆教授的讲座，使我受益匪浅。 

他们在讲座中都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束缚

学生，让学生做自己的主人，不能人云亦云。要不拘一格，要别出心裁，挑战自

我，挑战极限，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下午郭元祥教授在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提了一

个小问题，他问我们这些学员《论语》开篇的三句话是什么？学员们答出了两种

答案，有答《论语八则》中（为政）篇的，有答准确的，其实，当时我也有些迷

惑，时间长不看书，都记不清了。从这次学习中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人要不断地

学习，作为教师更要这样，要知识渊博，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学习后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知识的匮乏，油然而生了紧迫感，知识的储备量已

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有些地方已不能与时俱进，要马上为自己不断地充电，

要克服自己懒惰的思想，不断学习，不断进取，这样自己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

以及学识方面才能有所进步。我用《学记》中的一句话来不断地勉励自己“学然

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综实”的探索之路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明德小学  张丽 

2002年我伴随着新课改的脚步，踏上了教坛，我与新教材同行，自以为已经

步入了新课改的浪潮。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正披着新外衣，走着老路子，仍旧

围着“旧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直至 2004 年综合实践活动这门全新的课程来到

了我的身边，它仿佛是一种催化剂，使课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如一湾活水，为

课程增添了活力，使孩子们走出了封闭的课堂，在广阔的天地里实践着，探索着，

体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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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困惑中探索 

刚教授这门课程时，我茫然而不知所措，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劳技课吗？又

是不是班队会呢？于是，我查阅了大量的书刊，知道了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相关知识，综合实践活动当然不等同于劳技课。同时，我头脑中的问号更多了。

这门课没教材怎么办？到哪里去挖掘课程资源呢？活动主题怎么确定？如何帮

助学生制定活动计划？……一系列的问题使我大脑膨胀起来。于是，我找了一些

教学实录开始在“模仿”中探索，于是我和孩子的第一个成果《一杯牛奶的故事》

出炉了，孩子们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展示了一杯牛奶背后所凝聚的人文精神，

我们初次感受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鲜活，走出了困境，完成了“破冰”之旅。 

二、在创新中成长 

随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全面铺开，我们发现，以前的综合实践活动成果展

示课，我们都是用录像、照片记录的活动过程，是过去行为的回放。因此，在

2009 年，我进行大胆尝试，将劳动技术与信息技术进行了完美的整合，指导学

生开展了《家乡的特色饮食》这一主题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动手实践，现场展

示活动的成果，他们当场制作各种特色饮食，可以说极具挑战。但在这样的历练

中，我们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是最棒的，我也惊喜地发现孩子的潜力是不

可估量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成长了。 

三、在培训中提升 

如今，我已兼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多年了，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给孩子、教师

带来质的改变。这次有幸走进华师，走进“国培”，零距离接触“综实”，从内心

希望能学到更多先进的理念，用以指导我今后的课堂实践，使我们的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从成长走向飞跃，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引向深处。 

 

感悟名师 

“国培”为我插上起飞的翅膀 

集安市第一小学 戴丽华 

一个月前，我就知道要来华师进行短期培训，内心充满了期待和想象。我期



 10 

待通过培训可以帮助我解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我想通过培

训帮我插上起飞的翅膀，让我在教育的天空中展翅飞翔。 

今天我终于坐在了华师的课堂上，聆听了王坤庆教授的精彩报告。他对“人

文教育”的见解和理念，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在讲到解放儿童、给孩子自

由时，我审视了自己平时对孩子的教育。在课堂上，我同许多老师一样，要求学

生安静地坐在课堂上，喜欢遵守纪律的学生；在对儿子的教育上，我同许多的中

国式父母一样，总是束缚孩子，更谈不上“人文教育”。儿子好动，喜欢爬到窗

台上观望窗外的风景，我会立刻把他拉下来，即使是一楼我也担心害怕他受伤。

孩子喜欢玩积木，我却让他读儿童书刊。通过今天的学习，我领悟到了人文教育

的重大意义，真正理解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完整的人。 

此时，我已感受到“国培”学习为我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通过努力和付出，

一定会飞得更高。相信参加“国培”学习的同行们都有自己的收获，都和我有同

样深切的感触。老师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齐飞吧！ 

 

认识你自己，不要太过分 

       ——听郭教授的报告有感 

长春德惠市和平乡 王秀环 

今天下午，郭元祥教授为我们做了题为《综合实践活动核心理念解读》的报

告，听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总有不吐不快的感觉。 

自以为在我所处的村小中与部分代课教师相比，我算是“正规、名牌”学校

的毕业生，有一定的学历；而今也已到不惑之年，与一些年轻教师相比，多少也

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定的资历。所以，安排任务时，与领导谈条件；对于学生，

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孩子们只有绝对的服从；尤其是当个人与

家庭、学校亦或是社会的矛盾没有解决好时，更把学生当成了自己发泄的对象。 

郭教授当时是这样讲的：“认识你自己，不要太过分”。这是古希腊哲人对世

人的忠告。说实话，自听完这句话后，上课的内容就再也没有听进去了，随着教

授的讲解，我不禁一次又一次地走神，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热辣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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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懂教育的人，一定是自己先教育自己的人。”想想自

己，早已在平静的绝望中生活了多年，失去了梦想，也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没有向往，也没有追求…长此以往，真不敢想象我教出来的学生将来会是什么样

子，将来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在教育的长河中，这令人心动的一句话，将永远鞭策着我前行。 

感谢国培！感谢郭教授！ 

 

让自己的孩子做古希腊人 

              ――听王教授讲座有感 

吉林市龙潭实验学校    李巧姝 

王坤庆教授在《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的讲座中，提到早期人文主义教育发

源于古希腊。一时间我浮想联翩：古希腊数学——欧几里德奠定欧洲数学的

基础；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勾股定理、无理数；阿基米德带动几何发展。

古希腊文学《希腊神话》、《伊索寓言》都是我儿时喜爱的读物；古希腊

哲学、古希腊神话、古希腊油画、古希腊建筑、奥林匹克运动、古希腊音

乐……最后，我想到了古希腊的民主时代。古希腊的民主时代不仅影响了

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为我们勾画了美丽的世界。在这里：国家不设国王，

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

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做出决定。 

作为市井小民，我们时常抱怨信息不对等――天灾人祸过后，死亡人

数都成了迷；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规则的制定――汽油说涨就涨，开了听证

会，还是涨；权力缺乏制约――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什么只能公开到项？我

们的爱心捐款是怎么用的？ 

我们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里，人不被分为三六九等，也

没有特权。人们关心他人，追求真理，崇尚美，可以从容地感受爱，把爱

看作一种美德……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除了是父母，我们还有一个角色：教师。作为教师，我们能为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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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时代做些什么呢？ 

亲近自然吧，融入巨大而又陌生的自然界，在认识动植物、山川、河

流的过程中，学着敬畏自然，不要改变它，不要破坏它，让我们向自然学

习。 

尽可能多读一些书吧。我们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文化。读书可以

使我们心灵得到慰藉，还能改变我们的气质，这比用什么化妆品都好。 

多少学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哪怕常识也好。“为父母者，不知医为不

慈，为子女者，不知医为不孝”。 

爱自己及身边的人。施爱时，我们觉得自己十分富有，被需要；被爱

让我们感觉温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我们是人。要很好地生活着，活得丰满，活得真实，活得怡然。只为

今天，只为当下。不为谁，什么都不为。 

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在把学生训练成古罗马式公民，个个都是合格的“战

士”、“建设者”、“接班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做“古希腊人”。 

 

 致郭元祥 

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第三小学  逄锦艳 

忘不了您那亲切和蔼的脸庞 

如和风迎面而来 

忘不了您那侃侃而谈的声音 

如细雨润物无声 

 

像一汪清泉汩汩而流 

您知识渊博，志存高远 

似一条小溪潺潺流过 

您传道授业，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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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的讲解冲开了我胸中的疑团 

发展纲要的解读释怀了我心里的迷惑 

智慧化于无形指引我们 

能力深入实践影响我们 

 

您轻轻地来，又悄悄地走 

我静静地看，又细细地听 

平凡孕育着伟大 

伟大就这样平凡 

作业集萃 

 

综合实践活动是面向学生生活，突出学生主体，注重多元实践的课程；是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个性品质的课程；是为学生未来职业定

向奠定良好基础的课程。             

—— 长春市朝阳区教师进修学校   王秀云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自主、开放、创新、挑战、拓展视野，面向自我，

面向他人，面向全球，密切联系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注重对知识技能的综合应

用，树立自信、自尊、自立，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会生存能力的一门新兴课程。 

                            —— 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中心校  何鑫 

综合实践活动是开启学生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扇窗户，注重学生实践过程和能

力的培养，让学生回归自然、回归生活、回归世界，与学科教学互促互补，创造

适合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的综合性活动。             

——舒兰市实验小学   王立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经验性过程、一种综合性过程、以及一种实践性课程。

它的实施是建立在学生的经验和活动过程基础之上的，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和参

与。密切学生与自然、社会、生活的联系，尤其注重学生多样化的实践性学习，

转变学生单一的以知识传授为基本方式、以知识结果的获得为直接目的的学习活

动。                                —— 吉林省延吉市北山小学   王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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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不是可教的课程；是可做的课程；是实践性、经验性的课

程。在教师导的巧、导的有效的教学方法指导下，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活

动，获得直接经验。  

                                 ——吉林省龙井市亚松一小  王雅丽 

综合实践课程是一门为发展学生创新能力和各种实践能力的综合性、体验

性、实践性的课程。它与学生的生活密切联系，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接触社会、

获得对社会的真实认知与体验，这门学科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了基础。 

——辽源市东丰县小四平小学  韩会红 

综合实践活动是“综合”“实践”“活动”三者并存的课程；是一门“学”“做”

结合的课程；是一门在运用经验中提升经验的课程。 

——吉林省通榆县明德小学  张丽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能真正为学生一生奠基的学科。 

——吉林油田测井小学  胡艳萍 

综合实践课程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具体内容的，经过学生的所思、所想、

所做、所感、所悟的一种体验过程。               

——靖宇县杨靖宇小学  王华 

我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师生共同挖掘、研究、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共同

经历探究的过程，强调学生的亲身体验，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园小学  蔡爽 

    我认为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解放儿童的课程，它使儿童思想得到解放，个性

得到发展。                            ——长春农安县开安镇中心校 李晓微 

 

走向实践   

寻找自己的声音 

郭元祥   

 

心中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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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愿景 

眼前是 

中小学生的生存状态 

肩上有 

课程改革的重任 

邀一帮朋友 

寻找自己的声音 

传播综合实践活动的理念 

  奔走在“实践”的道路上 

    十年多来，赋有教育使命感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我，以及教育部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项目组的同仁们一样，一直在努力寻求一个教育之梦，那就是探寻一种更

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让每个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探索的过程就是追求梦想的过

程，它是艰辛的。因为综合实践活动

太需要有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想的教

师、校长、教研员和教育管理者，太

需要有一种更趋合理的课程环境，太

需要有多元开放的教育思维方式，以

及赋有创新价值的教育行为方式。综

合实践活动是新课程的亮点，因为她集中体现了课程改革的理念和目标，切中了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问题；综合实践活动是新课程的难点，因

为她需要变革整个基础教育赖以维系的“唯书唯上”的教育文化，她的价值实现需

要克服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诸多痼疾。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脚踏

实地勇敢、坚定地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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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中小学教育现场，我无数次聆听一线教师和校长们动情的叙述，那一个

个精彩纷呈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故事，让我深切感受到综合实践活动的力量，我

分享着他们源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喜悦。走进中小学教师之间，我也曾无数次目睹

孤立无助的眼神，倾听一线教师和校长们动容的诉说，那一个个满腹疑惑的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问号，让我倍感沉重。还有不少的人不理解综合实践活动，不少的

教育者陷入了一种“平静的绝望”境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究竟怎样操作或许是急

需探讨交流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也许是理解综合实践活动。我强烈

地感受到，我们大家需要一起向社会、向学生家长、向我们的同伴来传播综合实

践活动的课程理念。 

提升理念、总结经验、研讨交流、创新实践，或许是我们大家一起走进综合

实践活动研修的基本目标。正是基于这一目标，我们捕捉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六个“话题”，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中心，以研讨为方式，以“新思考

（http://ipac.cersp.com）”为平台，构设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修的框架。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每个教师都应该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开始寻找的时间越晚，找到

的可能性越小。寻找自己的声音，是我们走向实践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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