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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农村骨干教师研修项目华中师范大学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班 

  

新闻快递 

体验性大课堂：走进武汉市育才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观摩课 

    （通讯员 陈倩）11 月 9日下午，“国培计划（2012）——山西省农村骨干

教师研修项目华中师范大学初中综合实践活动班”的学员走进武汉市育才高中去

听一次别开生面的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观摩课。首先，育才高中校长任能祥、教务

主任陈恩兴、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齐聚一堂，

聆听了任校长和陈主任对本校综合实践活动

课的开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陈主任表示，

本校开设了四十多门校本课程，既征求了学

生的意见，也考虑了教师的特长。学生每天

下午要上一小时的选修课，不仅没有影响国

家课程的学习，还因为学习兴趣的迁移提高

了学生国家课程的成绩。他还举例一些考试成绩一般的学生由于综合素质强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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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名校录取或被国内一流高校破格录取，强调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能培养学生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组织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接着，他还

从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课程评价、课堂管理、课堂研究、学生评价等方面简要

做了介绍。任校长的发言则更显得行云流水、放荡不羁。他解读自身对教育的理

解，认为素质教育不能完全依赖课堂教学，有些素质只有在面向社会的实践体验

过程中才能形成，这恰恰就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培养目标。接着，他认为“墙内

开花墙外香”的原因是教育顶层设计有问题，因而“没有高考就没有今天，没有

课改就没有明天”。最后，他重申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阶段，不应成为大学的

预科教育，应致力于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才。 

接着进行的是由育才高中石方兴执教的题为“如何进行访谈“的观摩课。此

次观摩课旨在运用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合作讨论和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培养

学生掌握访谈法的运用步骤和运用技巧，培养学生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培养

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首先，石方兴老师通过图片导入、即兴表

演的方式引入了访谈法的概念。然后，他通过访谈法的反例引导学生思考反例的

不足之处，引导学生归纳访谈法的操作要点，使学生明确了访谈法进行过程中的

要点，即确定和联系访谈对象；设计访谈提纲，做好访谈准备；注意访谈礼貌，

调控访谈气氛。最后，石老师讲解了整理和分析访谈结果的方法和重要性，并布

臵题为《武汉市内交通杜塞原因的调查分析》的课后设计为作业，加强学生对访

谈法的运用。 

 

专家讲坛 

综合实践活动课有效课堂教学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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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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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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平教研员首先指出，要达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实施，要突

破的一个难题就是综合实践活动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建模，即综合实践活动如何有

效利用每周三课时的课堂教学时间，指导学生

有效实践。然后，他根据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实

施的过程以及教师指导规范，从宏观的角度将

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划分为六种不同阶段的基本

形式，包括主题确定阶段、主题分解阶段、活

动策划阶段、实施阶段、总结交流阶段和方法

论教学阶段。接着，他从微观的角度详细地阐释了每种组织形式的常规规范。 

在主题确定阶段，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汇报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讨论分析

后将问题提炼为规范的主题并撰写开题报告；在主题分解阶段，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围绕确定的主题，收集、交流、归纳感兴趣的相关信息，挖掘学生生活经验

和感兴趣的问题，将主题向人与自然、自我、社会的三个向度延伸、向所学其它

课程拓展、向多种活动方式切入；在活动策划阶段，学生将计划在全班汇报交流

讨论，修改和完善计划；在实施阶段，教师要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

态度价值观这三维目标为依据，在发现问题、关注亮点、学会倾听、提倡共享、

发现新问题、引导反思等方面给予及时指导；在答辩式总结交流阶段，由若干教

师或专业人士充当评委向进行答辩的学生提出有关主题由来、策划过程、收集和

整理信息、研究报告的结构、活动的意义、综合运用学科知识、活动的过程价值

等方面的问题；在方法论教学阶段，应避免单纯的学科教学方式传授，而应运用

活动前介绍，活动中运用、活动后总结的三种方式，使学生掌握文献研究法、问

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实验研究法、项目设计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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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和观察研究的基本知识及实践体验 

主讲人：冯京广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综合实践活动项目组核心专家、中国教育学会教育

学分会综合实践活动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河南省新乡市第十三中学综合实践活动专职教师。在一线从

事综合实践活动教学研究近 30 年，亲自执教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兼备，探索、总结出了较为完整的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教学体系。  

冯京广老师在本讲中的授课内容分为关于实验研究和观察研究的理论介绍

和实践体验两个部分。首先冯老师对实验研究和观察研究的基本知识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他从实验法的概念、作用、类

型这几个方面介绍了实验法的内涵，然

后重点讲解了实验法的设计与实施，包

括提出问题、确定课题、选择研究方向；

在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实验方案。

接着讲了科学、可行、安全、简便和精

确的实验原则和操作实验的注意事项，

最后介绍了整理和分析数据的步骤和重复实验的意义。他讲解的第二种重要的研

究方法是观察法，他也是从观察法的概念入手的，接着罗列了良好的观察过程包

含的若干顺序、基本方法、培养机敏度和心理品质的方法。最后，他阐释了教师

指导学生进行观察法的教学步骤。 

在讲解完基本知识之后进行的是学员实践体验环节，冯老师认为讲授法只对

学习研究方法的理论知识有效，要使学生真正掌握和运用研究方法来解决实际问

题，必须通过学生自身的实践体验，所以冯老师通过播放录像带导入某综合实践

活动课的主题，而后学员在冯老师的提问下积极思考：“课例给我那些启示”、“如

果让我上这节课，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将这节课进行拓展，我可以将学生进一

步探究到哪些问题”。学员们针对这三个问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都指出了

这节课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地方，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最后，冯老师总结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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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师的发言，提出了三点内容：第一，我们的综合实践活动课应该是指向开始，

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探索精神。第二，实验研究要有科学性和严谨性，否则实

验结果就缺乏信度和效度。第三，我们的实验往往只关注了实验的结果，缺少对

实验过程和方法的反思。总的来说，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学员的亲身实

践体验，既讲授了实验法和观察法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要领，以奠定学员实践操作

的基础，也特地安排课堂教学时间让学员在问题引导下，在具体案例中集体讨论、

实践验证，学员们纷纷反映冯老师的课程内容十分实用，有利于今后用于课堂教

学中，有利于指导学生通过参与实际研究活动，学习、运用、体验实验研究与观

察的方法，关注自然与环境，观察生活，培养问题意识、观察力、思维能力、想

象力、规划意识与能力、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总结与反思能力，实践操作能力，

严谨的科学态度，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撰稿人：陈倩） 

 

诗情会意 

 

登 楼 有 感 

山西省太谷县实验中学  王志红 

 

 

黄鹤楼头黄鹤游，鹤去楼空江自流。 

紫薇婆娑龟蛇卧，鹦鹉洲头尽高楼。 

而今再看东逝水，滔滔之状复何求？ 

满眼喧嚣皆寂寞，烟波江上我独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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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   登黄鹤楼有感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职业中学    郭晶卓 

青砖流翠蛇山城，绿成荫，燕飞声，过往烟云，说与客来听。落花有意随

流水，一声叹，千载情。 

拈愁弄笔洒同倾，韵难求，泪偷生。移步凭栏，明灭到银屏。秋风瑟瑟人

已倦。思量重，梦魂轻。 

 

水调歌头·国培 

山西省晋中市昔阳示范中学 胡立鹏 

 

才游棋盘峰，又览桂子山。 

千里太行跋涉，极娱暇楚踪。 

任凭秋凉冬封，犹如怡盎癫神，静夜念金樽。 

坤元庭上吟：师者德天馨！ 

莘子奋，雅毅存，俱逸兴。 

国培掀动河江，勇者剑指锋。 

但伫虎头黄鹤，待枭雄巾帼，平钓岛憾。 

杜鹃化雾霭，宇惊中华雄。 

 

（注释）“棋盘峰”：昔阳县与河北省赞皇县交界的一处自然风景旅游胜地。“坤元”：

王坤庆教授、郭元祥教授。“雅毅”：“忠诚博雅，朴实刚毅”之华师精神。“河江”：

黄河与长江。“虎头黄鹤”：远隔千里的昔阳大寨虎头山和武昌江边黄鹤楼。“杜鹃

化雾霭”：参考汪峰励志歌曲《光明》中“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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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声 

恪 守 本 分   

山西省临汾市浮山二中  张作强 

今天我们一行人去武汉育才高中观摩学习，任校长的一番讲话令人震撼，他

说“课堂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这个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他感到是有些问题的，

课堂不是所有素质培养的地方。不抓高考，没有今天；但不抓课程改革，就没有

国家和民族的明天；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本质的东西，但最高形式是个性化发

展。基础教育的本分是培养公民而不是科学家。我们要恪守本分啊！ 

是啊！我们都生活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物质生活丰富多彩。每个人都可能都

会梦想着能潇洒地开着轿车，住着宽敞、舒适、装修讲究的房子，闲情逸致地和

朋友穿行于大商场或酒巴、餐厅，尽情地享受着富裕的生活。舒适幸福的生活人

人向往，做教师职业的人相对清贫，与梦想中的生活相差甚远。不甘清贫就成了

少部分人放纵自己的理由，加强自身修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了。  

教师这个职业，就意味着奉献、付出，所得与付出是不成正比的。不能因为

付出得多而回报得少，就少付出或者不付出，那叫不负责任、没尽本分。每个人

都应该恪守做人的本分，为师者更应守住的师者的本分。我也总是不断地告诫自

己：做好自己，守住本分，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我每天以负责的态度、平和的

心态、愉悦的心情，开始我每一天的工作。一直以来，感觉还挺好，但是光有责

任和爱心就行了吗？这几天华中师大专家谆谆教诲，和学习委员舍友的相处和心

灵碰撞使我的视野变宽了，认识变了，对教育的理解也变了。以前的我更多关注

升学率、成绩、考分，而忽视了每位学生的差异化成长，现在我更多地开始关注

学生的差异化发展、研究性学习、综合实践活动等等内容，是啊！恪守本分不仅

要满腔对教育的爱，还要有理性来为教育导航，教师要掌握先进的教学理论，具

备扎实的教学技能，不断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 

源于心，成于行。我该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今后的教学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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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黄 鹤 楼 

山西省太谷县实验中学 王志红 

我对黄鹤楼神往由来已久，是因为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是因为著名诗人

崔颢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名篇《黄鹤楼》，还是因为这里记录了李白和孟浩然之

间的友情呢？我不得而知。7号上午快下课的时候，我们得知社会实践提前了，

下午就能去黄鹤楼了。得知这个消息，那心情怎一个乐字了得！ 

吃过午饭稍作休息，我们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们乘坐的 715 路公共汽车

摇摇晃晃，我总嫌它走得太慢。“到了！到了！”同车的学员们喊道。我随着人流

挤下车，顺着路走去，但见红色的三角梅艳得逼人的眼。拾级而上，便看到一座

三层的楼阁，有匾额写着“黄鹤楼”三个大字。我和同伴嘀咕道：“这黄鹤楼怎

么没有耸构巍峨之势呢？”在一旁的班长好像听到了我们的质疑，笑着说：“黄

鹤楼还在上边呢，赶快买门票去参观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赶紧去买门票。 

买了票，进了山门，沿阶而上，放眼望去只见绿影婆娑，侧耳听来但闻鸟鸣

啁啾，好一派南国风景如画！穿过紫薇园，驻足落梅轩，赏美景，闻天籁，恍若

进入世外桃源，繁华江城如此盛景，让人俯仰流连！站在崔颢题诗画前，诗人的

形象仿佛鲜活起来，不禁沉思：一代才子是怎样的锦心绣口才酝酿出如此的传世

佳作啊？是黄鹤楼赋予了崔颢诗情，还是崔颢的诗成就了黄鹤楼的美名呢？想到

这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想要一睹黄鹤楼的风采。走出甬道，抬头仰望。啊！

黄鹤楼近在眼前了！好一座耸构巍峨的黄鹤楼！好一座势连衡岳的黄鹤楼！飞檐

灵动，似黄鹤展翅欲飞；楼身庄严，如士子昂首端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走进

黄鹤楼，想与她来一次亲密接触。一楼的大厅里是一幅壁画——《黄鹤白云图》，

逼真地再现了黄鹤楼的来历；二层大厅内，陈列着唐、宋、元、明、清和现代 6

个时期的黄鹤楼模型，大厅正中是唐代阎伯理写的《黄鹤楼记》。登临顶层，向

西南而望，但见长江款款而来，真个“上倚河汉，下临江流”。想那李白送别孟

浩然应该就在此处，时值烟花三月，正是江南好风景，孟浩然在此挥别老友李白，

乘舟东下扬州，李白内心当是无限的不舍吧，要不怎么会倚楼眺望，直到“唯见

长江天际流”还在双眼凝然呢？ 

http://www.hudong.com/wiki/%E3%80%8A%E9%BB%84%E9%B9%A4%E6%A5%BC%E8%AE%B0%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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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今天的我，却无论如何找不到那份悠远的意境了。我想，如果李白生在现

在，看到两岸高楼鳞次栉比，听到机器轰鸣和汽笛喧嚣，想必也不会有那份诗情

了吧。黄鹤楼已不再卓然独立，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她的高度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长江也再无滔滔滚滚之势，因为她也被湮没在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中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从望远镜内远眺长江，她从繁华处来，向繁华处流去，

这条阅尽人间春色看尽古今沧桑的大江按着她的节奏无语东流。伫立黄鹤楼头，

望江上烟波，赏蛇山紫薇，看两岸高楼，任江风过耳，一种孤独的情愫竟油然而

生：“黄鹤楼头黄鹤游，鹤去楼空江自流。紫薇婆娑龟蛇静，鹦鹉洲头尽高楼。

而今再观东逝水，滔滔之状复何求？满眼喧嚣皆寂寞，烟波江上我独愁。” 

叹乎？惜乎？叹也罢，惜也罢，我愿黄鹤楼丰姿永在，我愿长江水流淌诗情。 

 

研修反思 

 

“综合实践活动课”之“多种课型”操作要点 

                                ——听姜平老师“综合实践活动课”有感 

山西省临汾市浮山二中  张作强 

今天上午和下午听了湖南长沙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姜平老师的两个讲座，感觉

颇为受益，对于上综合实践活动课也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思路。 

姜平老师的讲解较为系统，她首先分析了综合实践活动国家课程的地位和

“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信息技术、劳动信息技术”四个内容领域

的关系，强调了综合实践活动要突出问题中心，以主题活动为载体，注重能力发

展的思路，并列举了综合实践课程在实施中的常见误区。而这个误区正是我教学

过程中最困惑之处。 

姜平老师从为什么要探讨综合实践活动课堂教学的范式谈起，指明这是为解

决教师如何更好地发挥课程的指导作用而进行的研究。我怀着答案马上就能揭晓

的迫切心情，认真听取姜平老师讲解活动课程课堂教学的范式依据和操作要点。

姜平老师的讲解是有据可依的：可以根据主题活动经历的过程划分，也可以根据

研究过程中方法的规范划分，而多种课型的操作要点讲得则更细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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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确定课首先是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去发现问题，然后是汇报交流，从学生

的自主汇报中发现问题并且关注发现问题的过程、交流、体验与分享。组织讨论

将问题转化为课题并且更多地关注那些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第三是指导学生

规范地陈述课题，从不同角度将课题细化为一个个可操作的子课题。第四是指导

学生写出开题报告。学习了这一段，我觉得我能尝试指导学生选题和写开题报告，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顿时，关于如何去上这个课的头绪也就清晰明确多了。 

主题分解课程的分解首先应考虑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自然分类，再次是

引导学生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向度拓展，充分发掘活动中所蕴

含的自然、社会、自我因素。三是引导学生向所学学科拓展与延伸，从中挖掘出

小主题。这让我知道了主题分解不是简单的切块，而是要有正面引导，要结合社

会实际，要让学生通过实践进行一种积极体验的，还能与学科教学配合起来起到

相得益彰的作用。 

其他的课型还讲了多种，涉及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中期反馈和后期结题，

我虽然暂时还未能完全理解，但至少可以科学地开始尝试了，特别是在原来只对

访谈、问卷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基础上又对自然科学的实验、观察以及

项目设计等有了兴趣。所以，我将认真珍惜以后的每一次学习机会，深入全面的

理解综合实践活动课，争取获得更多的进步与成长。 

 

定位综合实践活动课 

山西省晋中市昔阳示范中学 胡立鹏 

转眼我已经参加 “国培计划”华中师范大学综合实践活动班的培训四天之

久了，我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定位有了很大的改变。说实话，培训之前我不过认

为综合实践课程是信息技术、美术、音乐、劳动技术等课程的大杂烩，其中任何

一门课程都可以取而代之。尽管中考考点有少量关于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考察，但

在中考指挥棒的导向下，综合实践活动课显得微不足道、无足轻重，无法撼动传

统的应试教学方式的根基。 

然而时至今日，我备感旧识之管中窥豹，理解之牵强附会，诠释之片面无味。

究其实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操作程

序指导实践，用实践提升能力的课程；是一门教学模块为确定主题、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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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研究、交流评价的课程；是一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合作探究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课程，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尤其姜平

老师所讲的几个亲身参与自然和社会的案例很具参考性和借鉴性，值得我们一线

教师创造性地为我所用。 

学习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相关知识，我不禁类比到国家的公务员考试。二者

的考察重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张培养学生解决问题、探究精

神、社会责任感和综合实践等能力和精神。而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察阅读理解、分

析判断、提出和解决问题、语言表达和时事政治运用等能力。由此可知，无论什

么性质的教育和考查测试，都需要建构思维方式，开拓知觉空间，解决现实问题，

唯有拓宽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才能算得上没有被束缚的

自由人。 

教育的真正价值 

                                           ——听王坤庆教授讲座有感 

山西省太谷县实验中学  王志红 

教育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教育将给学生明天带来什么？从事教育十几年的

我曾经无数次叩问过自己，也正在应试的压力下做着许多无奈的工作，茫茫然不

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之外，究竟还能否使其拥有对于社会生活

的怜悯心和责任感、追求真理的勇气、毅力和能力。 

这次有幸来到华师，听了王坤庆教授的讲座，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

站在人文精神的高度解读教育，指出了综合实践活动课开设的重要意义——综合

实践打破了科学的神话，更能弘扬人文精神，而在课程中弘扬人文精神则是每一

个综合实践活动课老师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记得 1999 年曾经流行一个口号：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这句话充分说明，

我们国家把教育更多地当做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工具，教育的这一方面作

用不可忽视，但其忽视了教育目的还包括把发展中的人培养成为独立人、人格完

善的人，使教育失去了本来意义，挤压了教育的真正价值。贬低和忽视了人的主

体价值使教育走进迷惘，甚至身陷困境。现在的学生为什么更自我、更叛逆、更

不容易被感动？细细思考，便不难发现，身为教师我们每天疲于把知识传授给学

生，而疏于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疲于盯着学生发现并纠正他们的缺点，而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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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培养每个学生的擅长；疲于研究考试说明把中考所考察的知识、技能、方

法一次次地反复训练，而疏于关注那些更能带给学生实践机会和生命体验的课

程；疲于在家长会上把学生的在校表现通报告给家长，而疏于通过家长会让学生

和家长有个亲子间的交流、互动和感动，疏于家校合作而形成的强大合力。尽管

新课程改革让我们的课堂动起来了，让学生的思维活起来了，但不能否认的是，

在培养学生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自我的意识，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方面，我们还做的很不够。如果综合实践活动课能有效开设，那又会是一番怎

样的局面呢？我想，这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兼具的学科给我和我的学生们带来

的，必是极丰富的体验和极宝贵的财富。 

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真知，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李镇西说：教育是

以心灵赢得心灵。这次培训使我坚信：综合实践活动课将能让孩子们在体验人生

的同时超越自己，在求得真知的同时学会生活，在探究合作的同时拥有健康完善

的人格。同时我也更加坚信：在经济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的今天，教育一定能培

养学生对于社会生活的怜悯心和责任感、追求真理的勇气、毅力和能力！ 

 

反思现场观摩课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一中  李青 

     11 月 9日下午，我们在一路欢歌笑语中乘着大巴来到了武汉市育才高中，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和武汉的冷雨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 

     学校教务处主任陈恩兴接待了我们，并且为我们讲解了学校的历史发展以

及办学理念，让我见识到了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见识到了新课改在这所学校贯

彻落实带来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成功。 

     来到听课室，我首先被学校的现代化设备吸引了，联想着家乡落后的教学

条件，不仅感受到均衡教育资源的重要性，还感叹着育才高中对教学工作的重视

和支持。课堂中，教师通过图片和角色扮演导入访谈法的概念。该节课不仅尊重

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教师提供的案例和

访谈视频引导学生思考访谈法的要点。对于这节课，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 

     首先，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教学理念要体现新课改的核心理念，另一

方面，所举事例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属于社会热点问题且本身有探究的价值。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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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相得益彰。其次，要合理设计教学目标以及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应包含知识

与技能、过程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不能过于单一。教学内容要服务于教学

目标，并且将内容细化为由案例引发的几个问题的答案，是不错的教学策略。最后，

教师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与学生配合默契，营造了一种民主的课堂氛围。 

课后我们参观了学校的实践教室，让我不禁体会到现代化教学教学资源的

重要性，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设备。这次现场观摩让我切实体会到了

先进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学，也深刻反思着自己以往的教学，我感觉开展综合实

践活动任重而道远。  

看育才高中如何育才 

山西太原市清徐县县城中学 刘玉丹 

在武汉的温柔细雨的笼罩下，大巴上学员们颇有兴致，或深情、或嘹亮、或

柔美的歌声给前往武汉市育才高级中学进行观摩学习的路途增添了诸多乐趣。在

会议室里，学校校长任能洋和教务主任陈恩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讲述育

才高中的办学历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发展现状。听完校长的讲解，我很受鼓舞，

但也不得不深思一些问题。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育人。是育什么样的人？育才中学以“面向全体，关

注差异，培养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办学宗旨，这个定位直击教育本质。而

我们自身的教育，培养的是会考试的好学生，殊不知，素质教育不仅包括知识教

育，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现代公民教育，基础教育是培养未来公民的教育，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设想和提出正是基于这个观点。该门课程从课堂教学出发，从社会

实践中培养学生动手、思维、组织等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很难在课堂上

生成的。任校长风趣的讲解和举例，更使我感受到综合实践活动对于素质教育的

重要性。我们这些教师身处在初中教学岗位上，对于高中和大学教育，我们有着

自身的定位。任校长说“高中不是大学的小妾，不是大学的预科班，我们要有自

己的尊严。”对于初级中学而言，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骨气。只注重分数的时代

已经过去，分数并不代表一个人全面的素质和能力，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

会。社会需要有思想、有活力、有能力、有个性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把综合实

践课程真正落到实处。虽然这次观摩课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感受颇深。我相信在

这将为我以后的教学生涯提供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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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摘要 

 

姜平老师的教育理念、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她通过

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讲解使我学会了如何开发综合实践课的内容以及活动

设计。我明白了，综合实践课要求学生通过上网、查阅资料、走访调查，并以

录音、录像、统计等方式收集资料，使学生真正走出课堂、走向生活，这就要求

学生应具有积极主动、团结协作和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学生从综合实践活动中

收获的是课本上学不到的、是更接近学生生活的、是更能锻炼学生能力的知识。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孟封镇中学  史志鹏 

 

一直以来，“文献”都是被我们所忽视的一部分，听了姚林群博士的讲解，

忽然意识到文献研究法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讲座中姚博士讲述了关于文献研究

的概念、分类、分布、以及如何指导学生收索文献资料等，听起来原本应该感觉

比较的枯燥和乏味，但是通过姚博士的提炼，我充分了解到，它与我们的工作息

息相关，是提高我们教育研究水平的秘诀。综合实践课的教师应该每天阅读书籍、

资料，今后我要学会搜集和整理资料并且加以保存，供教学使用，而且要教会学

生学会从各种文献中去汲取营养，灵活运用各种检索方法，从多种途径获取资料。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孟封镇中学  史志鹏 

 

育才高中的校长很有思想，他谈的观点让我们感到很震撼；育才高中的办学

非常特有色，所取得的成绩让我们心悦诚服；观看的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让我们

觉得学生很特别、很有个性，对学习非常有激情；更重要的是觉得学生的能力和

素质得到了有效的提高；我们觉得此行收获非常大，特别感谢育才高中的领导和

师生们为我们提供的思路和范例。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三中  苗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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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反思才恍然大悟，我在实际的教学中并没有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作支撑

而只是一味地流于形式，追求成绩，以应付上级检查。庆幸的是，这次国培给了

我重新调整自己的机会，我会抓紧时间吸取华师大专家的营养，用新的教学思维

和新的教学理念来提升自我、要求自我，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时代接轨，用

心去探索、用心去发现学生的们的闪光点。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马头中学   杜建玲 

 

来到华师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学校副校长交代的任务——准备申报课题，他

发过来一大堆资料，看得我都有些发怵。说实话，课题以往也申报过，但总觉得

自己做的很粗糙、很不专业，每次都觉得心里没底，但只能硬着头皮去做。正在

迷惘之时，姚林群老师的课恰如一阵清风吹散了我心头的迷雾，她带来的专业的

文献研究法好比雪中送炭，让摸着石头过河的我得到了专业的引领。学校的课题

现已选定，我学习回去后就要填写申报表了，通过 9 号一个上午的学习，我现在

觉得自己很有底气也很有信心。 

——山西省太谷县实验中学  王志红 

 

今天下午去育才高中观摩学习，任校长的一番话引发了我的思考。他说，课

堂未必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有些素质在课堂上是无法学习的，比如“社会责任

感”、“组织能力”等等。不抓升学，学校会失去生命线；不抓课改，国家就没有

明天。全面发展的最高形式和最本质应该是个性发展，而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能仅

仅依靠 9门高考学科，一定要依靠综合实践活动课。是啊，课程改革呼唤改变学

生的学习方式，呼唤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不正是综合

实践活动课的目标吗？通过这次培训，我真正认识到了一名综合实践活动课老师

所肩负的重任和使命，要大胆尝试、倾情投入，培养能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公民。 

 ——山西省沁水县湖底初中  任芳 

 

    今天姚老师讲述了<<文献研究法>>,对此我有了新的认识。首先,以前我只知

道文献就是指书籍以及电脑中的资料，现在我才明白文献还包括手稿，影片，录

音录像，幻灯片等。其次，指导学生搜集文献资料要特别注意利用学生自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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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关系为综合实践活动课服务。另外，学生自己做调查研究的过程记录以及结果

也可以作为搜集文献资料的一种途径。最后，文献的审核要注意文献的级别，级

别越高越可信，另外要看作者和出版社是否具有权威性。对于文献研究法我只是

理论上对它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后在教学实践中还会不断摸索。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三中  张瑞明 

         

今天听了郭老师的课，我明白了综合实践课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综合实践课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学

会分享、学会交往、学会关爱生命、学会做人……这样学生在成长中不仅仅是知

识得到丰富，精神世界也得到充盈，这对于其今后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另

外，其实综合实践课的课型可根据不同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如问题发现课、方

案制定课、方法指导课、成果展示课等。在学习方式上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调查、

访问、研究、观察、社会参与与服务等形式对知识或信息进行处理。总之，综合

实践活动开展的好坏是能够影响着学生成长的，我们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老师一定

要肩负起这份责任。 

——山西省曲沃县杨谈中学  巩俊伟 

 

走进黄鹤楼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许多花草树木，当然也少不了亭台楼榭

的人文建筑，疾步踏上台阶，观赏风景，好美啊！黄鹤楼外面屹立着仙鹤，给人

一种翩翩起舞的感觉。进入黄鹤楼里，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摆设吸引了我。我和几

个老师一口气登上了顶层，不仅仅有现代化的望远镜，还有大幅壁画，吸引着游

人争先留影。在顶层举目四望，视野开阔，江面上往来的船只像树叶般在汪洋大

海中漂泊着，犹如文人墨客诗词赋中的意境，臵身于名楼最高层，尽情的欣赏武

汉风采，太享受了……黄鹤楼与周边高楼繁华都市形成了鲜明对比，黄鹤楼印证

了时代的发展，见证了武汉日新月异的变化。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一中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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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之登黄鹤楼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三中   苗满红 

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教师要能成功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必须亲身体验其

过程，机会来了。经过学员推荐，武晓斌、栗俊芳和我组成了这次培训班的班委，

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学员到黄鹤楼进行综合实践活动，我们感到机遇

与挑战并存。在这个活动的组织、进行与反思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一下三个亮点： 

亮点一：我们实践前设计了活动方案，初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在班会上

公布时受到了学员的赞成与赞赏，就像教师确定活动主题时征求学生意见一样。

意见稿弘扬了活动中的与人为善的精神、确定了具体的行程和时间计划、对制定

的方案反复设计和论证，确保可行性和操作性。 

亮点二：我们组织了综合实践活动，学员们不仅玩得很开心、回来后意犹

未尽，而且形成了一些可供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黄鹤楼为什么能成为武汉的标

志性建筑；现实中的黄鹤楼与我们原来想像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为什么没有体

会到“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滚滚”；对黄鹤楼景区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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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建议。尽管选题还很略显粗糙，但总算是做了一次综合实践活动的尝试，为

以后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积累了经验。我们还请学员们根据选题采取查阅

资料、实地访谈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亮点三：我们初步得出了第一个问题“黄鹤楼为什么能成为武汉的标志性

建筑”的一些结论，并且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体验。黄鹤楼成为武汉的标志

性建筑大多的是因为著名诗人崔颢的那首“登黄鹤楼”，这首诗动人地描述了迁

客骚人站在黄鹤楼上看烟波浩渺、愁日暮乡关的愁绪。通过实践，我们发现不一

样的是而今晴川历历、芳草萋萋的那种景象已经很难找到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

万丈、车水马龙；一样的是面对现在快节奏的生活，站在黄鹤楼上也同样能体会

到诗人那种内心的孤独。有的学员们才情四溢，用诗歌表达了自己登楼的感受，

如来自山西晋中的王志红写了一首唐诗，来自山西晋城的郭晶卓写了一首宋词，

女才子们的文笔犀利、感情丰厚跃然纸上。（见栏目“诗情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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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剪影 

 

剪影一：学员们游览黄鹤楼，感受荆楚文化 

          

 

剪影二：学员们在武汉市育才高中进行观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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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导航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类型与层次--课程目标解析（二） 

郭元祥 

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程相比较，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目标不是建

立在体系化的课程内容基础之上的。在课程标准中，学科课程的具体课程目标

总是以“内容标准”的形式呈现的，或者课程的具体目标总是与课程内容相伴

而生的。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具体目标则不是与体系化的课程内容相伴随，

因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具有独特性，它没有体系化的课程内容，综合实

践活动真实的课程内容其实就是学生活动的主题。但这并不能否定综合实践活

动的课程目标所具有的内在体系。在校本开发与实施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课程目标的类型、层次及其整体性的设计是极易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内在结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内在结构包括课程目标的类型结构和层次结构两

个方面。其课程目标的类型结构是指对学生在该课程学习经历中的应达到的具

体的素质领域及其相互关系，其层次结构是指各种具体素质领域目标的不同发

展水平及其相互关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目标具有内在结构。有结构的目标

设计及其实现，有利于提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有效性，有利于保持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可持续性”。 

不同学段、不同年级的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应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课

程目标。如果校本开发与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过程中，课程目标缺乏层次

性分析和类型分解，容易使教师和学生觉得：综合实践活动在不同学段和不同

年级的实施中是完全可以重复的。目标缺乏层次性，缺乏对课程目标类型的分

解，容易导致学生在实施过程中的“兴趣衰减”。如果缺失不同层次和不同类

型的课程目标，那么，对学生来说，不同活动主题的实施过程就变成了活动方

式的简单重复。要保证综合实践活动的“可持续性”，基本前提是保证课程目

标的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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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类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类型是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中对学生不同素

质领域发展的基本要求。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目标要在一两次主题活动中，是

难以完全达成的。综合实践活动不同类型的目标需要在不同学段的不同主题活

动中分类实现，或在不同主题活动中分类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目标的类型结构是由不同纬度的课程目标构成的。 

美国《应用学习标准》就规定了五个类型的课程目标：1）五个领域的目标，

即 A1 问题解决；A2 交流的手段与技巧；A3 信息手段与技巧；A4 学习与自我

管理手段与技巧；A5 与他人合作的手段与技巧。2）九大能力，即（1）收集、

分析、整理信息；（2）交流思想和信息；（3）安排和组织资源；（4）与他人

共同工作和从事集体工作；（5）解决问题；（6）使用数学思想和技巧；（7）

使用技术；（8）随时根据需求进行学与教；（9）理解和设计（生产）系统。 

日本广岛县教育厅制定的综合学习时间（即 2003 年更名的综合活动学习课

程）的实施规划中把该课程的目标分成以下不同的类型：1.信息处理技术〃能

力，包括运用计算机的基本技术与能力、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能力、分析和选用

适当的信息、运用概念图式整理与表述信息；2.表现的技术与能力，包括运用

写作、绘画等多种方式灵活地表达、具有个性的表达、问题解决过程中合理地

表述观点、应用本人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并适当加以区分；3.内容〃思考〃判

断能力，包括自主地提出活动课题、论理的合理性、课题设计的明确性、内容

的适切性、深入地分析课题的意义、学会运用问题解决的基本方法；4.兴趣、

关心与态度，包括兴趣与意念的发展、活动的参与程度、参与活动的主动性、

积极参与活动的评价、自主学习与自我反省，以及自信心的增强。 

在我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校本实施过程中，学校应结合学校独特的办学理

念和学生发展目标的校本设计，明确综合实践活动的目标类型。一般来说，综

合实践活动的课程目标可分为认知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

值观目标等不同类型。认知与技能目标，可以包括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自主

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表达与交流的能力等具体类型。每

一个具体类型的目标还可以进一步分解，如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可分解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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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的方法与技术，数据的统计、整理与分析；信息发布的方式等具体能力目

标。过程与方法目标可设计如下类型的具体目标：提出问题的能力、规划能力、

各种问题解决方法的运用能力（如调查研究与访问、实验研究与观察、设计与

制作、参与与服务等）。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可以分为基本的思想意识、良好

的个性品质等不同类型。在基本的思想意识方面，主要包括环保意识、资源意

识、人本意识、社会责任感、合作意识等等。对于不同类型的课程目标，学校

在研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方案中，要初步预设本课程目标的类型结构，

保证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的学习经历中，获得多方面的发展。 

2.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层次性 

课程目标的层次性，是指课程实施对不同年段、不同年级学生在课程实施中

的不同程度的要求。同一类型的课程目标，在小学、初中，以及在某一学段中

不同年级的课程实施中，应有不同水平程度的要求。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同

样涉及目标的程度差异问题。尽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许多类型目标在不同年

级难以作出明确的水平差异规定，但至少在不同学段还是应有目标水平的不同

要求。 

美国《应用学习标准》中关于课程目标的设计，就对五个目标领域的分学段、

分年级提出了不同程度的目标要求。我国的《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也提出

了小学、初中两个学段的具体目标要求。但从总体上看，目标还过于宽泛和笼

统。这就要求学校在校本实施的过程中，对不同年级的综合实践活动提出不同

程度的目标要求，比如在问题的深刻性、主题的广度、创新性，以及对方法的

规范性和技术要求等方面，由小学中段（3-4年级）到小学高段（5-6 年级），

再到初中阶段（7-9年级）应有发展程度的差异。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层次性问题，还涉及活动主题对学生的挑战性问

题。如果仅仅是学生在实施过程中仅仅凭借做点表面的讨论、形式化的实践操

作就能完成活动任务，活动过程对学生的能力、思维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挑战性，

这种活动主题对学生来说，既缺乏有效性的影响，有缺乏可持续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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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实施中的价值选择与目标设计 

综合实践活动是最能体现校本化理念的一门课程。校本化的课程实施，必

然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学校特有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理念的渗透，二是课程

价值选择和目标设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校本开发，需要以学校的办学

理念、教育理念，以及对学生发展规律的理解为基础。学校试图通过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的实施，实现学生哪些领域的素质发展，达到什么程度，不同学段和

不同年级学生素质发展的侧重点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校本开发时应明确回答

的基本问题。 

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目标问题，实质是课程实施中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问题。学校为什么要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综合实践活动对学校人才培养模

式的意义何在？对学生的发展规律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是价值判断与价值选

择的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在地蕴涵着新的学生发展观

和学习观。学生的全面素质发展首先依赖于系统的书本知识的习得，但以书本

知识的传递为主的课堂教学并不是对学生发展惟一有价值的渠道，不仅如此，

单一的书本知识的教学是有局限的。全面发展观要求以全面发展的教育为基本

方式。作为学生发展过程的学习，也应该是多维的、多向度的、多渠道的。实

际上，学生的发展过程和学习过程面对的间接经验系统和直接经验两大系统。

直接经验系统的丰富、发展、提升与意义转化，是纯粹的课堂知识教学难以实

现的。正是从此意义上，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与改组”。基于

实践的学习、体验的学习、交往的学习、探究的学习，是对经验的改造与改组

具有其他学习方式不可替代的发展价值。因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开发，

客观地要求学校管理者和广大教师切实转变学生发展观和学习观。 

综合实践活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课程目标的设计，是学校《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实施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中小学要以学校科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念

为指导思想，进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的类型分解、层次分析，建立校本化

的课程目标体系。这是提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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