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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1 

  一、比赛项目：制作半成品风筝，放飞自制风筝。 

  二、比赛时间：20__年.4 月 30 日 

  三、比赛场地阁公园 

  四、参赛人员：五年级每班 3 男 3 女参加比赛。 

  五、比赛规则： 

  1.制作半成品风筝部分。 

  学校提供 5 套男子组沙燕半成品风筝，5 套女子组板子类半

成品风筝，学生在班主任老师指导下完成风筝的绘画，在校风筝

组老师指导下完成风筝的粘制，并进行风筝放飞与比赛的相关指

导。班级在此基础下推选 3 男 3 女参加风筝绘画与粘制的艺术类

评分（分值 40 分），从画面，色彩，蒙面，粘糊等几方面进行

评定。 

  2.放飞自制风筝部分。 

  放飞分 60 分，放飞时需助手一名。 



  1.起飞分 10 分。风筝全部离开助手的手和地面，完成起飞，

得 10 分。风筝飞起后掉落地面一次扣 5 分，二次扣 10 分，三次

则判放飞失败，比赛结束。  

  2.留空分 30 分。 

  留空时间 10 分钟。风筝放飞后停留空中10 分钟得 30 分，

每少一分钟扣 3 分。 

  3.角度分 10 分。 

  根据风筝线与地平线的夹角大小得分。70°为 10 分，每少

5°扣一分。 

  4.空中效果与放飞技巧 10 分。 

  根据风筝在空中的姿态与运动员的放飞技巧给分。 

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 2 

  冬至过节源于我们国家的汉代，盛行于唐宋，相沿至今，《清

嘉禄》甚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这表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

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转换，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汉朝以冬

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

《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

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这一天朝廷上下要放假



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

互拜访，欢乐地度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  

  二、活动目的 

  1、让同学们更深切、透入地了解冬至团的制作方法和制作

过程。 

  2、使学生对家乡美食了解的更加细彻。 

  3、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自己的能力

提供足够空间。 

  三、活动计划 

  1、了解冬至节的来历及其相关资料。 

  2、上一节如何过好传统节日——冬至节的班队课  

  3、在冬至节那天跟父母一起做汤圆、过冬至节、并拍照留

念。 

  4、写一篇过冬至节的日记。 

  三、活动总结，形成成果 

  1、由教师进行活动总结和反思。 

  2、拍的好的照片进行展示汇报、根据学生的日记评出一、

二、三等奖。 



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 3 

  教学目标： 

  1、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初步了解什么是综合实践课程，明

白综合实践活动课上可以开展哪些活动。 

  2、进行采访活动，初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学会合作学习基本方法，通过小课题活动的实践感受综

合实践活动，喜爱综合实践活动。 

  教学流程预设： 

  一、导入 

  以谈话激起学生对综合实践这门课的探究欲望。（旨在让学

生初步感受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将接触的有趣的新课程） 

  二、提出活动主题 

  1、对于综合实践活动，你们想了解些什么？想研究性什么

呢？ 

  学生交流探究，并借鉴参考主题。 

  2、讨论准备工作，集体讨论后填写。 

  三、开展活动 



  1、组织采访 

  （1）明确采访对象 

  （2）讨论采访主题 

  （3）进行采访记录 

  （4）撰写采访收获 

  2、欢乐上行驶 

  请电脑老师李老师指导相关搜索办法。 

  3、实话实说 

  （1）明确主题 

  （2）开展讨论 

  （3）教师进行汇总 

  （4）教师指导学生作好记录 

  四、活动总结 

  1、展示汇报 

  （1）我眼中的综合实践活动 

  采访情况汇总；相关图文汇总 



  （2）我喜欢的一次综合实践活动 

  （3）我希望参加的一次综合实践活动 

  （4）我的金点子 

  （5）我的建议 

  2、学生撰写收获 

  教学小记： 

  9 月 5 日 

  第一次上综合实践课，学生对这门课充满了陌生感，当然也

有好奇心。课堂上我们确立的主题是：1、什么是综合实践课程，

为什么要开设综合实践课程：2、进行“实话实说”活动，讨论

以往班中开展过哪些有趣的活动；3、写出一个你感兴趣的主题。 

  通过集体探讨，我们一致认为应该作以下准备：为完成第一

主题，要联系计算机老师在上搜集综合实践资料了解综合实践课

程，还要开展采访活动，进一步了解综合实践活动；为完成第二

主题，我们要开展一次探讨活动；为完成第三主题，我们要进行

个人思考及情况汇总。 

  一节课很快上完了，可学生对综合实践是什么仍然是懵懵懂

懂的，我期待着通过下一课的教学让他们有所了解，有所探究欲

望。 



  9 月 9 日 

  今天的课上我解决了采访指导及材料搜集指导。 

  首先，我让学生讨论准备采访谁（即确定采访对象）大家说

要采访老师，我建议他们除了采访老师以外再采访校长和家长。

大家同意了。 

  第二步，我让学生讨论准备在采访时问些什么，学生（顾文

安）一下说出了两个问题，分别是“综合实践活动有什么作用？”

“学校为什么要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很有

意义，于是就让大家记录下这两个主题。并讨论这两个主题分别

准备问谁，学生认为第一个可以问老师，第二个可以问校长。我

决定就让学生采访我，这样做目的是让学生都感受一下采访的方

法、步骤、注意点等。 

  第三步，课堂模拟采访，顾文安作采访者，我作被采访者，

我指导他仪态及语言（老师，您好，耽误您一点时间想问您一个

问题），我作了简要回答，并让学生判断该记录些什么（让学生

学会挑重要内容记录，记录要简要。） 

  第四步，全班推选三名代表采访校长，结果同学们推荐了解

顾文安、刘佳蕾、陈梦秋三人。 

  当然其他人也不能让他们无事可做，所以我安排他们去采访

家人，问问他们了解综合实践活动吗。 



  9 月 13 日 

  今天进行采访汇总，三位孩子完成情况不太令人满意，因为

中间隔着几天，而这几天中李校长有几天不在学校，结果两个女

孩子没完成任务，而顾文安采访成功了，但却因为没有记录，结

果采访到了什么说不太清，这对全班同学来说是一次数教训，凡

事都应有备而战。但许多同学情况良好，因为采访家人完成的尚

可，很多家长都说不了解，只有个别家长如庞至文妈妈说综合实

践课是一门主课，和语文数学同样重要。很多学生在收获中写要

学好这门课。我希望自己能让他们的美好愿意更好地实现。  

  “实话实说”这一讨论会中大家对以往哪些活动属于综合实

践活动不是很明确，有的人说美术课、音乐课，其实细想想很多

事都是相通，比如读书交流会，就可以作为语文实践活动，学生

对以往开展的读书交流会觉得很喜欢，说希望以后再举行。  

  9 月 16 日 

  又是周末了，明后两天我让大家学着进行小主题活动研究，

结果在参考活动主题中，同学们选择的大部分是“学做小当家”，

仅有个别同学：顾文安、顾宏杰等选择了“神奇的海底世界”，

我只是与大家探讨了地点和方式，（地点选在了家里，方式选择

了跟父母学做会一件家务并实际操作），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

样。 



  9 月 19 日 

  还好，星期一就收到了几个小朋友的劳动小日记。读上去还

不错，挺像一回事儿的。看来还挺有效的。 

  9 月 20 日 

  今天是总结汇报阶段，上得不是很满意，虽然也有搜集到的

资料，但那只是文字的泛泛而谈，了解多少呢？没有实践的活动

永远不能算综合实践活动课。但也有收获，比如知道了学生喜欢

什么活动，知道了学生希望参加的活动，也在学生的当家小日记

中有点成就感。学生“我的收获”也写了些，虽然也许很浅显，

但有收获就是一种成长，是吧！ 

综合实践活动方案篇 4 

  活动主题： 

  我爱家乡 

  活动对象： 

  四（1）班 

  活动设计背景： 

  我们的家乡——壶镇，是浙南三大古镇之一。她具有厚重的

文化积淀，这里有着贤母桥、九进厅等一大批古建筑。仙缙古道



衢州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它连接着昔日繁华的苍岭坑和革命

圣地南田村，成为台州、金华的商贸必经之道。 

  为了进一步弘扬家乡的传统文化，追寻先人足迹，感受仙风

古韵，我设计了“我爱家乡”系列实践活动方案。我根据四年级

学生的特点，以“我爱家乡”这一内容创设情景，引导学生多角

度地深入了解家乡的历史沿革、古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来发展

等信息，把语文、美术等课程内容结合在一起，把课内外和校内

外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道德情感。  

  本次综合实践活动主要抓住课题中的“爱”字，通过学生的

介绍，让学生体会到家乡值得我们自豪。在此基础上，升华学生

的感情，使学生懂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对家乡的爱，特别

是以主人翁的态度，用实际行动为家乡争光添彩。  

  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了解家乡，使学生获得亲身体验，激发学生

热爱家乡，勤学向上，为家乡争光。 

  2、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并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图画、

相片等进行表达的能力。 

  （2）培养学生多渠道收集相关信息及应用的能力。 



 3、知识目标：学生从历史沿革、古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

来发展等方面多角度地了解自己的家乡。 

  活动计划： 

  1、调查时间：二周 

  2、调查内容：家乡的历史沿革、古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

来发展等。 

  3、调查方式：实地观察，实地查找有关资料，自主选择调

查对象进行调查。 

  4、活动成果形式：学生习作、图画等。 

  活动准备： 

  1、教师设计引导性的问题，帮助学生了解家乡各方面的情

况。 

  2、学生通过调查了解家乡各方面的情况，收集相关的资料。 

  活动重点： 

  了解家乡的历史沿革、古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来发展等内

容。 

  活动难点： 

  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活动准备： 

  课前可以让学生提前阅读课文或通过络查找家乡的历史沿

革、古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来发展等资料，为学生创设自主学

习的空间。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创设情境，确定专题 

  （一）导入活动 

  1、你们了解吗？我们的家乡——壶镇，是浙南三大古镇之

一，也是闻名遐迩的工业重镇。仙缙古道东起横溪苍岭坑村，西

至壶镇团结一带，是昔日台州通往金华、衢州的交通要道。自古

以来，它连接着昔日繁华的苍岭坑和革命圣地南田村，成为台州、

金华的商贸必经之道。 

  2、今天，我们就要向远方的客人介绍家乡的历史沿革、古

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来发展等内容，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家

乡，了解我们的家乡！ 

  （二）确定专题 

  1、你最想向客人介绍哪一方面的内容呢？ 

  2、将学生提出的专题进行归类。 



 3、全班讨论填写小组专题介绍的资料。 

  （1）历史沿革；（2）古建筑物；（3）美食小吃；（4）未

来发展…… 

  第二阶段：根据专题，做好分工 

  （一）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组成专题小组 

  （二）讨论、撰写专题介绍资料。 

  1、结合某一专题，教师在全班进行指导。 

  2、专题小组进行讨论，并做好分工。 

  （三）组织活动 

  1、学生围绕问题进行讨论。 

  2、反馈交流，梳理问题。板书：历史沿革、古建筑物、美

食小吃和未来发展。 

  3、通过具体途径初步了解家乡各方面的有关情况。 

  （1）了解家乡历史沿革。 

  ①我们的家乡历史悠久，你们能通过哪些方法来了解呢？ 

  ②出示“仙缙古道石碑”的照片，引导学生明确了解的途径。 

  ③师小结：实地考察法。 



 （2）了解家乡的古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来发展。 

  ①前面我们知道了用实地考察法来了解家乡的历史，那么关

于家乡的古建筑物、美食小吃和未来发展等方面，你们又有哪些

好的方法呢？ 

  ②引导反馈交流，随机出示有关内容： 

  古建筑物方面：可以到实地参观，也可以采访长辈。 

  美食小吃方面：可以亲自动手实践，也可以采访家乡的群众。 

  未来发展方面：可以实地观察，也可以上浏览。 

  ③教师小结：除了实地考察法，我们还可以运用调查采访、

上查询、收集数据等方法。 

  4、出示活动记录表。 

  5、组长领取活动记录表，落实各组分工。教师巡视指导。 

  6、反馈活动过程安排，布置课后活动要求和安全事项。 

  第三阶段：根据方案，调查实践 

  各小组根据制订的研究方案，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进行实践调

查活动，并及时地记录活动中所获得的资料，在实践调查中发现

什么新问题，随时做好记录和整理。 

  第四阶段：解决问题，汇报结果 



 （一）小组汇报交流 

  1、小组汇报各自研究的专题介绍资料。 

  2、全班交流，试做小导游。 

  （1）历史沿革组：展示有关家乡历史的照片、实物、文字

等。 

  学生代表发言：壶镇镇，位于瓯江支流好溪上游，地处丽水、

金华、台州三市的交界处，位于缙云、永康、磐安、仙居四县市

腹地，自古有“浙南北窗”之称。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

唐朝就有壶镇集市，距今已有 1000 多年，是浙南三大古镇之一。

仙缙古道是昔日台州通往金华、衢州的交通要道，史称“婺(金

华)括(台州)孔道”。自古以来，它连接着昔日繁华的苍岭坑和

南田村，成为台州、金华的商贸必经之道。仙缙古道西起缙云县

壶镇镇的苍岭脚村，经过黄秧树、槐花树、冷水、黄泥岭和海拔

800 多米的南田等村，出风门后，下岭五里多，直到仙居县的苍

岭坑村，全长约 50 里。古道两侧大山夹峙，山岭峻险，山道蜿

蜒，被誉为“浙江西南第一岭”。 

  （2）古建筑物组：介绍贤母桥、九进厅、点将台等古代建

筑物。 

  学生代表发言：壶镇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这里有着贤母桥、

九进厅等昭示往日辉煌的一大批古建筑。远近闻名的贤母桥有着



悠久的历史。贤母桥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 188 余年了。

据说是由壶镇的吕载扬兄弟奉母亲之命建造的。九进厅位于壶镇

镇工联村，它的九个厅堂紧紧连在一起，结构精美，浑然一体。

据说是为曾修贤母桥的壶镇大户吕载扬兄弟于嘉庆末年建成。作

为现存保护较好、最具风格的清代建筑——九进厅，它在布局、

建筑造型和砖木雕刻艺术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南田村村口屹立着的那个点将台以及点将台边上的那个将

台殿，告诉我们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明世宗嘉靖年间，倭寇数

千人在台州登岸，沿着仙缙古道逼近缙云往内地进军。阮鄂当时

身为浙江巡抚都御史，他亲率军队，从杭州经婺州到达缙云，屯

兵在南田村东平寨上，筑起城墙，进行严守，倭寇只好在仙居城

里城外抢掠。阮鄂在东平寨誓师后率军下苍岭出击，直逼仙居县

城。倭寇见大军来势凶猛，仓皇逃窜。阮鄂手执长矛，身先士卒，

渡河追击。不久即荡平倭寇，不但缙云县免遭洗劫，阮鄂所带万

余士兵，竟未伤亡一个。为了纪念阮鄂的壮举，后人在南田村外

修复了当年他所筑的将台，供人永远纪念和凭吊。  

  （3）美食小吃组：介绍有关家乡美食的图片、实物等。  

  学生代表发言：我们壶镇最具地方特色的要数“索面卵”和

“米炮糖”了。“索面卵”以土索面为主料，面条煮好捞在碗里，

浇上油和肉条，盖上两只油煎鸡蛋或白煮鸡蛋。家家户户过生日

时，妈妈都给你烧“索面卵”。家里来了客人，也都是以“索面



卵”招待，以示主人的热情好客。过年了，壶镇的大街小巷开满

了“米炮糖”店。师傅们将糯谷浸泡于水，数日后捞起，制成“发

米”，然后将“发米”炒成“米炮”。冷却后，以煎好的麦芽糖

搅拌，经压制、芝麻敷面，切片包装。现在，“米炮糖”的种类

越来越多，包装也越来越精美，成了人们招待送礼的佳品。  

  （4）未来发展组：展示近年来家乡发展变化的图片、文字

等。 

  学生代表发言：壶镇这个拥有 1300 多年历史的古镇，在新

时期散发出了她独有的魅力。目前壶镇提出建设“四力壶镇”，

具体来说就是实力壶镇、活力壶镇、魅力壶镇和合力壶镇。随着

壶镇作为缙云副中心城市定位的明确，壶镇的区位优势将更加明

显。 

  仙缙古道，蜿蜒于缙云与仙居交界的苍岭上，它连接着缙云

壶镇、仙居横溪镇两大重镇，是古时连接台州与金华的台婺官道

的一部分，也是至今路况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分。一路上是废弃的

古道与新建的乡村公路相间。这期间，保存较完整的古道有六段：

从冷水村到岭中的线路、从岭中到山口的路段、从老鹰岩茶亭到

槐花树村的路段以及短捧岭、牛背垅、桥头梦岩等。新旧道路的

交替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以及现实的更迭，透露着一种苍凉又厚重

的质感，吸引着后来者纷至沓来。时至今日，仙缙古道已经成为

浙江省十大徒步行走线路之一，被广大驴友所追捧。  



  3、教师予以点拨、引导。 

  4、总结本次活动的情况，根据学生的不同表现颁奖：最佳

创意奖、最佳合作奖、最佳上镜奖、最佳口才奖…… 

  （二）整理归纳 

  1、学生将自己所搜集的专题资料整理成册，有条件的同学

可以制作成页。 

  2、通过这次活动，你有什么收获？ 

  3、教师小结。愿你们在家乡传统文化这座宝库里，继续探

索，愉快地遨游！ 

  （三）征集家乡广告语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家乡，也让我们的家乡拥有更高

的知名度，我们一起来为家乡宣传宣传吧！ 

  活动设计意图： 

  首先，在设计综合实践活动时，我努力从学生的现实世界中，

寻找教育教学的最合适的切口和教育点，探寻教育的源头活水，

从生活中来，实践中来，社会中来，最后指导学生更好地回到生

活中、实践中、社会中，回到生活的本原中去。让学生举一反三，

收集更多符合于我们教学实际的图片资料，让课堂更贴近生活，

更贴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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