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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研究探讨确立研究的主题，制定好研究的方案，分好研究

小组，设计好具体的研究计划。 

2、学会设计具体研究方案，提高学生分析研究的综合能力。 

3、激发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和热爱之情。 

4、通过研究探讨培养学生保护名胜古迹的自觉性。 

【教学重点】 

让学生围绕“陆巷古村”确定研究小课题，制定出具体的研究方

法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通过设计、讨论等多种方式展开研究性学习。 

【活动准备】 

学生：游览参观陆巷古村，听导游介绍陆巷古村的建筑特点，听

老人们讲讲陆巷古村的历史，上网搜索陆巷古村的相关资料。 

教师：指导学生前期研究，关注进程，了解情况；制作课件。 

【活动主体】小学四年级学生 

【活动流程】 

一、欣赏导入，激发兴趣。 

1、录象播放：东山的名胜古迹。 

2、你们喜欢这些名胜古迹吗？你知道它们在哪里吗？ 

二、确立研究的主题。 

1、东山的名胜古迹很多，东山的古村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

数陆巷古村了，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板书课题：陆巷古村。 

2、你们想要更多地了解它吗？都想知道哪些方面呀？学生交流。 

3、教师引导归纳： 



大家想得真不错，陆巷古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自然环境优

美，景色十分迷人，人文景观丰富，文化内涵丰富；吸引了众多游客。

它出色的建筑更需要我们大家的保护。 

板书：景色迷人，名人辈出，牌坊接踵，建筑艺术，知名度，保

护。 

三、组成研究小组。 

1、这些都是我们想要了解的关于陆巷古村的事。为了了解地更深

入，我们需要分组合作进行。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你对哪个感兴趣？ 

交流。 

2、根据学生的意愿组成研究小组，选出研究组长，确立研究内容。 

3、讨论组名。 

教师点拨：根据研究的 方̀法和学生喜好，大致命名。 

（只要切合主题，尊重学生的命名。） 

四、制定小组研究方案。 

1、我们怎么来进行研究呢？我们来制定一个合理的研究方案吧。 

2、出示一份研究方案，指导填写。 

（1）研究方案中要根据你研究的内容制定出具体的研究方法，比

如亲自体验，摄影，网上搜集资料，调查采访等。 

（2）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明具体的活动时间、地点、内容。 

（3）研究的成果可以用多种形式展示出来。 

（4）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想法，进行修改或自行设计。 

2、进行方案填写。 

3、投影仪展示，交流方案。 

4、相互评价。 

点拨： 

A、研究的主题语言表达要规范 

B、研究过程的安排要合理 

C、论证可行性：遇到不能解决的环节可以求助听课老师；邀请陆

巷古村导游现场指导；打求助热线电话。 

5、根据教师的建议，改进方案。 



6、方案展示。 

陆巷古村 

五、活动总结。 

让我们带着自己的方案设计，来真正领略一下这一保存最完整的

江南古村落的风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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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让学生能够正确对待看电视这一现象，经过讨论交流、辩论、课

内采访等活动形式，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看电视习惯；正确、科学的

观看电视。 

教学重点： 

使学生能够正确看待看电视的'好与坏，学会自我选择。 

教学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谈话导入： 

1、课件出示一些学生熟悉的电视明星：月亮姐姐、李咏、毕福剑

等。 

2、学生谈对他们的了解。 

二、课堂调查，揭示课题： 

1、资料：我们班喜欢看电视的有多少？喜欢看哪些电视节目？ 

2、板书课题。 

三、“小小辩论台” 

1、辩论话题：看电视有好处看电视有坏 

3、辩论规则： 

A 理由要充分 

B 要认真倾听对方的发言，反驳对方时要注意礼貌，要有礼貌。 

4、学生准备一分钟后展开辩论。 

四、出示家长态度统计表。 

五、现场采访：学生下座位采访听课的教师，以寻求正确观点。 



六、教师总结：科学收看（时间要恰当资料要选择） 

七、学生制定自我的收视指南。（表格略） 

学生交流 

八、课后实践：策划自我喜欢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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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甚而可以清晰地

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透过这些画面，激发学生重视传

统节日，热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活动目

标 

1.通过实践活动对春节有更全面的了解，学会使用多种方式获取

资料，合理整理资料，从形式上的过新年到走近新年、研究新年，进

而了解春节的由来、礼节及相关习俗。体会节日的热闹气氛，感受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养成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 

2.通过自主探究以及小组合作交流获得信息。 

3.提高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亲和力，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养成团结互助的习惯。 教学重点 

让学生较全面地了解与新年有关的知识，从形式上的过新年到走

近新年、研究新年，进而了解春节的由来、礼节及相关习俗。体会节

日的热闹气氛，感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豪感。 

课前准备 

学生在家长帮助下收集有关春节的图片资料 ，利用网络查找有关

描写春节的诗句春联等，制作 PPt。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走进传统节日 

（一）同学们，老师说一句诗你知道它是我国哪个传统节日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 



老师说一个传统节日，你能用一句诗来描述吗？端午，重阳，春

节 

我们上个月围绕中秋这一传统节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这个月我们一起走进春节这一传统节日。 

二、课前准备，走进春节 

课前，我们围绕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梳理出了三个问题：春节的又

来，春节的习俗，春节的食俗。同学们围绕这三个问题做了哪些准备？

（学生介绍自己的准备）听了你们的介绍，老师为你们点赞，相信这

节课你们的汇报一定很精彩。 

三、汇报展示，体验春节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当今社会，很多传统节

日都已经慢慢变淡，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唯有春节这个节日千百

年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牵挂和难以割舍的情结。春节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呢？就请春节由来小组先给大家介绍 

第一小组: 

孔旭佳开头：我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过春节的？为什么要

过春节？请听我们小组的汇报：（春节的起源，春节的正式称为，年

兽的传说，年的意义） 

孔旭佳结尾：先用原来的 

小结：几千年来，春节早已在人民心中植下了根，融入华夏民族

的血液里，春节，满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播撒明天的希望，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演变，春节这一传统文化节日又保留了哪些风俗

习惯呢？ 

第二小组展示： 

组长进行开场白：下面就由我们组为大家汇报春节的习俗 

逐一汇报： 

1、童谣，带着大家读童谣，提出问题：从这首童谣中你们看出来

哪些习俗？除了这些习俗你们还知道哪些习俗？下面由我们组的同学

来一一介绍这些习俗。 

2、扫尘， 扫尘又称除尘、除残、掸尘、打埃尘等，是汉族传统



年俗之一。起源于古代汉族人民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这种仪式

后来演变成了年底的大扫除，寄托了汉族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迎

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汉族民谚说：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北方

叫扫房，南方叫掸尘。这一天，房前屋后彻底进行打衣被用具洗刷一

新，干干净净地迎新春。大家小户准备过年。在祀灶前后至除夕，应

有一次卫生大扫除，墙角床下及屋柱屋梁等处一年的积尘，均须于此

日以扫帚清除干净；箱柜上的金属把手等，也应擦拭一新 （配图片） 

3、贴年画，贴门神，贴窗花，中国结，（教师参与）贴春联，

（教师参与） 

4、放鞭炮（教师参与）拜年， 压岁钱，守岁看春晚(春节序曲配

乐) 

春晚自 1983 年起，已陪伴我们走过了 33 个除夕之夜。它的娱乐

方式为我们送来了浓浓的年味。除夕看春晚成为了我们现代人一种新

的习俗。 

总结：春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

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这些风俗之外,春节的食俗也有着深

刻的寓意,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下面请春节食俗小组来汇报春节的美

食. 

组长:年夜饭 

生 1:中国人的年夜饭不仅吃出了美味,更吃出了文化,首先讲究四平

八稳,谁知道年夜饭中这”四平八稳”都是什么?(配乐) 

年夜饭、饺子、年糕等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各个地方,你们老家春节餐桌上的美食又有哪些

呢?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除夕夜的过法不断翻新,餐桌上的菜肴所承载

的'那份亲情和人们祈求来年的吉祥平安的愿望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穿戴起新衣，品尝起美食，与家人共享团圆，共享欢乐,这就是年

的味道。同学们,如果让你用一个四字词语去形容，你又觉得年的味道

是什么呢？ 

四、升华情感，团圆在春节 



（一）自古至今，春节的魅力深入人心，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

也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春节，却有着共同的特点，你觉得是什么呢？ 

小结：数千年的文化传承，让中国人对家有着深深的眷恋。某种

意义上，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春节期间，我观看了央视一

则有关春节回家的公益广告，深有感触，想与大家分享： 

送礼(配乐难忘今宵):春节是喜庆的,春节是欢乐的,让我们把这份喜

悦之情与到场的老师们共同分享. 

中国的春节如同西方人的圣诞节一样，是一年当中最为盛大的节

日。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 

春节的魅力是中国的魅力,东方的魅力,也是世界文明的魅力.中国的

春节,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是送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 

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春节 

3、问题如下： 

（1）年最怕什么？ 

（2）人们用什么方式来驱赶年兽？ 

过渡: 

春节所包含的内容在变，人们过春节的方式在变，但春节这一传

统节日所凝聚的浓浓的民族情感没有变。 

4、过渡：这第一个小组的汇报给咱们的汇报开了个好头，让咱们

期待下一个小组的精彩表现. 

（二）春节的风俗 

A、习俗一组： 

1、以童谣形式展示，教师可带动其他组学生一起拍手打节奏，调

动课堂气氛。 

2、指名学生评价，教师可适当对童谣进行梳理。 

师：这大年初一扭一扭，扭是什么呀？给咱们扭一个呗！ 

从童谣中，我们知道了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腊月二十三

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3、过渡：我知道还有一个小组研究的也是春节的习俗，是哪个组，

请举手示意一下。看！他们都迫不及待了。来！请上这个小组。 



B、习俗二组：学生通过解说配合实物展示。 

1、放鞭炮：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

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

旧迎新。人们除了在春节燃放爆竹外，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都

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 

师补充：爆竹声后，碎红满地，俗称“满堂红”，乃大吉大利之

兆。 

2、贴春联：春联也叫门对、对联、桃符等，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

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

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幅对联，你们会读吗？ 

学生出示春联，指名学生试读。 

3、贴窗花：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

请欣赏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窗花。一幅是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窗花，一

幅是象征年年有余的全家福。（PPT ） 

师补充：剪纸是我国民间艺术瑰宝，具有强烈的民俗色彩，老师

也搜集了好多窗花，想不想 

看？这惟妙惟肖的十二生肖剪纸，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 

4、贴年画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他反映了人民大

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福禄寿三星图》、

《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 一张张

年画给家家户户平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师补充：还记得你家年夜饭桌上有鱼这道菜吗？年年有余有着吉

祥美好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5、拜 年：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

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正月初一家长带领小辈出门拜见亲戚、朋

友、尊长，以吉祥语向对方祝贺新年。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长辈还

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看！这是爷爷给我的一个大红包。 

师补充：说说你是怎样给爷爷拜年的？你们还给谁拜过年？怎么说的

呢？（引导学生根据不同的人说不同的祝福话语。） 



（三）春节食俗 

年夜饭：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一年一度的团

年饭表现出中华民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

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介绍：年夜饭、饺子、年糕等 

8、小结过渡：再次用掌声感谢这个小组的精彩展示，让我们感受

到了魅力无穷的食俗文化。这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每

一道食品都展现了我们悠远凝深的文化。 

（三）春节的诗词 

1、学生汇报展示搜集的相关古诗，并简说诗题及作者、朝代。 

师：咱们不听诗的内容，光听诗题就能充分感受到这些古诗与春

节有关。如：元日指的是？除夜指的是？ 

2、小组齐诵《元日》。师提问：为什么要特别把《元日》这首诗

展示给大家。 

3、老师也搜集了一首与春节相关的古诗，请同学们试读一下吧！

（投影出示古诗词） 

甲午元旦〔孔尚任〕 

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 

3、教师播放视频，并加以解说。 

这是一群农民工骑摩托车回老家过年的真实故事。画面中的男主

人公叫汪正年，夫妻二人外出打工 6 年，为了节省车费，每年他都骑

摩托车带着妻子回贵州老家过年。穿透夜色，揣着温暖，迎着太阳，

向着家的方向进发了！全程 1350 公里，要骑行五天四夜啊！一路崎岖

的山 

路，风餐露宿，雨雪交加。有重重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危险时时

刻刻在等待着他们。然而，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危险在他们眼里都不算

什么。对他们来说，亲手为一年未见的女儿穿上过年的新衣的那一刻，



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着团圆饭的那一刻，一年的辛苦，一路的奔波都

有了幸福的意义。这一刻，人欢笑，家合美，幸福吉祥！ 

3、请学生谈谈看后的感受。 

课堂小结：同学们，我们是个多民族、多节日的国家，有着丰富

多彩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中华民族传

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各种民俗民

风形成的丰富的节日文化， 积淀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立身传承之

本。走进璀璨的历史文化宝库，收藏节气、节日的经典，采撷一朵朵

素淡清香的文化奇葩,领略唐诗宋词、绘画、书法、民风民俗感受我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春节，就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寻足

踏迹，继续探寻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芳华。 

四、学科整合，布置作业 

1、同学们，就让我们以这次《走进春节》为主题，各个小组把你

们的汇报成果制作成手抄报展示出来。 

2、继续搜集（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节日习俗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进行展示。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 4 

一、教材分析： 

《各种各样的声音》是北师大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第五册

第二单元的单元主题。这一单元以声音为主题选编了两篇主题课文和

一个语文天地，通过学习本单元培养学生倾听的意识和习惯，并从中

体会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声音及认识噪音和噪音对人的危害。 

二、活动背景： 

所带学生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面经常

会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如羊叫声、狗叫声、公路上汽车的鸣笛声等

学生从小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因此，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

际进行此项活动，就会很容易，相信活动的效果一定很好。 

三、活动目标： 

1、让学生注意倾听和感受各种声音，探究声音产生的原理及与声



音相关的一些问题。 

2、由感受到声音的多样性，经历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积累对各种信息加工、处理的经验。 

四、活动准备： 

1、每人准备一些关于声音的资料 

2、纸、笔、记载表格。 

五、活动过程： 

（一）倾听周围的声音。 

1、仔细感受自己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分别是什么物体发出的

声音，大小、强弱如何等。 

2、小组讨论，设计记载表格。 

搜集声音记录表 

小组成员 

活动时间 

观 察 记 录 

声音描述 

声源地点 

什么物体发出的 

收获感想 

（二）整理资料，提出问题，制定研究计划 

1、对搜集到的声音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提出想研究的问题。 

2、师生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并归纳。 

（1）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2）声音的高低、强弱。 

（3）噪音的危害。 

3、成立研究小组，制定研究计划。 

实验记录表 

实验 

小组 

实验 



时间 

记 录 人 

准备研究的问题： 

实验所需的器材： 

具体做法 

产生的现象 

实验后的发现： 

有何疑惑： 

（三）小组行动，进行研究。 

1、通过学校图书馆、学校电脑室等途径查找资料，了解有关声音

对人类的危害等。 

2、向科学和艺术老师请教，了解声音产生的原因以及声音高低强

弱的变化规律等。 

3、指导学生写好调查报告与收获。 

（四）各组交流成果： 

1、各小组交流成果。 

可以采用文字、表格等形式展示研究成果并进行交流。 

2、小组交流实践活动的感受。 

教师引导学生交流研究过程中的真实的感受。 

(五)拓展思维: 

鼓励学生大胆设想，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 5 

一、教学目标 

1、 亲自实践，学会制作一份美食，参加班级美食荟。 

2．通过小组活动，培养团结协作精神，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不

断完善品质与人格。 

二、教学重点 

亲自实践，学会制作一份美食，参加班级美食荟。 

三、教学难点 

亲自实践，学会制作一份美食，参加班级美食荟。 



四、活动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世界饮食文化》这个主题，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各组都开展了实践研究，对美食一定更加了解了。一说到美

食，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很有研究。甚至有的同学还号称小小美食家

呢。这节课上呢，老师就满足大家长久以来的.心愿，把美食搬进课堂，

让我们一起学习制作美食，品尝美食，交流美食。 

(二)制作展示 

活动一：美食大比拼 

我知道，大家肯定忍不住要行动起来，大展身手了。不慌，我们

先向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介绍清楚你们的构思，你们是怎么想的？哪

一组先来汇报？（汇报分工表） 

A、三明治+牛奶（早餐） B、寿司+水果沙拉（） C、凉皮+果汁

（午餐） D、蛋糕+咖啡（下午茶） 

看来呀，课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说的都头头是道，那么具体操

作起来你们行不行呢？我们拭目以待吧！你们准备好了吗？行动起来

吧！ 

活动二：我是小厨神 

1、各组动手操作，四组同时开始，结束后 

（上台展示成果，一人介绍做法、一人介绍美食文化） 

2、评委：老师、各组一名代表 

3、评委品尝、打分、点评。 

（三）总结收获 

1、通过今天的实践活动，你有什么收获？ 

2、还有什么想继续研究？ 

板书设计： 

世界饮食文化 ——美食制作交流 现场制作、讲解做法、介绍文化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 6 

一、活动对象： 

小学六年级 



二、活动主题的产生背景： 

在语文课堂上先给学生观看相关的流浪动物的影视作品，《忠犬

八公》，《导盲犬小 q》，《在世人狗缘》主要讲述的是一条流浪狗

被抓进收容所后再逃出来，遇到了一个捡破烂的人，最后这个捡破烂

的人说:“我感觉不舒服，在像以前一样休息一会儿 你在这里等着。”

结果这个老人再也没有醒来。最后流浪狗遇到的一个好朋友，它们经

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通过让学生观看影片使学生对流浪动物的无家

可归等地方有初步的理解和体会。再让学生写下观后感。随后师生共

同生成“它是一个生命”的主题。随后去参观流浪动物救助站的各种

动物。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参观几类动物，同时讲解各种注意事项。

学生在和不同的动物接触后展开以“流浪动物”为主题的语文综合性

学习积累大量的实践素材。流浪动物的救助是一个文明城市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很多流浪猫狗都没有采取过防疫措施，身上可能携带各种

病毒和寄生虫，流浪动物的排泄物、呕吐物甚至可能带有病毒，所以

学生和他们接触的时候，要有所防范。甚至，一些流浪动物还有可能

会袭击、伤害儿童，危及人们的安全。同时，动物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培养学生保护爱护动物的情感。教师还要让学生阅读小学语文教材关

于保护动物的文章，而且开展课外阅读搜索有关资料。 

本次综合实践活动的宗旨是通过观看影片以及参观流浪动物救助

站，增强学生关心爱护动物的意识，同时引导学生提高自我安全卫生

意识，同时通过影片导入这种方式，来激发学生对流浪动物的兴趣。

这是一个接近学生生活的话题，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综合实践活动。教

导小朋友认识到与动物共存观念，学会如何正确与流浪动物相处 

三、活动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组织学生搜集，调查有关流浪动物的基本知识。

学生学会策划简单的活动方案，在实施阶段引导学生对材料的整理归

纳，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学生能能对所策划的主题进行讨论和

分析。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实地参观流浪动物救助站，

小组讨论研究中学会写活动计划和活动总结。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参观救助站，让学

生感受到流浪动物的可爱和可怜。由此生出对流浪动物的喜爱之情。

增强学生关心爱护动物的意识和自我安全卫生意识。 

四、活动规划 

1.参观时间:一天 

2.参观地点：流浪动物救助站 

3.参观方式:实地考察 

4.活动成果形式：学生讨论，学生写作；学生谈经历体验、心得

体会等。 

五、活动准备 

1.规划线路，确定交通工具，带好必备物品。 

2.每个小组成员都要准备一本笔记本。（每个人有小本子，小组

要有一本小组综合小本子） 

3.必要情况下可以照相，摄影等。 

4.老师提前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和文明礼仪教育。 

六、活动过程 

（一）开题（学生感兴趣的媒体手段下手，启发谈话） 

1.播放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兴趣。 

师：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中，除了你们的家人，有其他的动物

一直和你们相伴吗？同学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家里面的宠物无家可归的

话，没有你们的照顾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被称为什么？ 

预设学生的回答：①宠物。②没有吃的东西，没有住的地方。③

流浪动物和宠物的区别是，流浪动物被遗弃了，无家可归只能流浪。

④流浪动物。 

师：没错，它们是被遗弃的，有些动物可能一生下来就无家可归。

所以他们被称为流浪动物。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影视作品，

关于流浪动物的。（首先先用话语导入流浪动物，联系生活实际让学

生对流浪动物和宠物的区别。最后播放关于流浪动物的影视作品《忠

犬八公》《导盲犬小 q》《在世人狗缘》等） 

2.讨论观后感，引出主题 



师：看完这部影视作品后，你们的感想是什么？讨论一下。小组

汇报讨论情况。 

生:（各学生小组待发表自己的观后感） 

师:通过同学们的分析，我们大家都明白了，流浪动物是一个生命，

大家要尊重生命、爱护动物。那么现在我们一起去“流浪动物救助站”

参观这些小生命。 

3、成立小组，拟定方案 

1.自愿选择小组（教师适当调节），由学生自由竞聘各研究组小

组长。 

2.小组成员共同商讨，拟定活动方案，填写活动方案表。（教师

适当指导） 

制定方案的具体要求: 

(1)小组所有成员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共同协商出最优观点。 

(2)小组长认真发表感想以及倾听和收集同学们的建议，大家共同

拟定活动方案。 

(3)各小组成员应团结协作、合理分工，体现活动方案的可操作性。 

“参观流浪动物救助站” 综合实践活动方案表 

小组研究课题： 

小组成员： 

小组研究结果: 

活动内容： 

活动方式： 

成员分工： 

时间地点： 

注意事项： 

（二）实施（参观流浪动物收容所，组织活动，整理资料） 

1.提前了解参观动物需要注意的事项。 

2.走进救护站，有目的的开展研究。可对不同的流浪动物进行拍

照，观察其生活习性等。研究自己所选择的主题。 

3.查阅相关于流浪动物在流浪以及被救到救助站的整个过程。交



流探讨 

在研究中学生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请教老师或

者救助站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工具，像上网查询等。 

（在学生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配合各小组做好调查、研究

的.协调、联系等工作，并随时对学生的活动给予一定的指导。同时要

保障学生的安全问题。） 

（三）结题（展示小组的研究成果） 

（将围绕“参观流浪动物救助站”这个话题，把各组合作学习的

成果进行展示汇报。） 

1.汇报成果， 在无形中形成竞争。师:经过参观前的准备以及参观

后的酝酿，在展现时同学们能各显其能，“各有所长”。其中，在综

合实践中所学到的知识可以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2.评选优秀活动小组 

(1)各小组通过多种形式汇报了所收集的资料，从不同角度评选这

次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小组。 

(2)小组推选并公布结果。 

3 活动总结，撰写报告。 

从开题到结题的过程中，记录好自己的研究过程，整理记录的内

容，有参观时的照片。有收集的相关资料手抄报以及打印的图片等。

同时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这次综合实践活动，参观流浪动物救助站，增强了学生关心爱护

动物的意识，了解到了流浪动物也是一个生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

命 保护动物。同时要知道，不要随便带流浪动物回家。要做好安全措

施后再做决定。这次活动非常成功。 

七、课后作业： 

观看了相关的影视作品以及参观了流浪动物救助站，写一篇心得

体会（可以写关于拯救流浪动物的办法等）。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 7 

教学目标： 

1、经过扮演医生、护士等主角，帮忙学生了解医护人员的辛勤劳



动，从而唤起学生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 

2、经过扮演小患者主角，帮忙学生养成在公共场所使用礼貌用语

的习惯。初步了解患者看病的顺序。增加社会生活小常识。 

学生全面、公正、客观地了解医护人员的工作情景 

认识到每个人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忙、互相服务 

一、导入。 

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背景资料，引出学生发现“医院看病是怎样

的顺序”。 

二、活动过程。 

1、想一想。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开个小小医院应当做哪些准备？”教师要给

予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让学生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收集来的信息

回答问题。 

2、玩一玩。 

进行体验于实践。设计下头几种情景： 

医护人员互相配合得十分好，为抢救患者赢得了时间…… 

医护人员互相配合不默契，为患者带来不必要的 痛̀苦，…… 

医护人员态度和蔼、配合默契，但患者却在诊室大喊大叫…… 

医护人员态度生硬，患者、陪者细心回答着各种问题…… 

对于以上的各种表演情景，教师要给予充分肯定，因为这些情景

在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对于

表演十分好的组及时表扬和鼓励。 

3、议一议。 

针对学生表演的几种情景，引导他们进行分析、反思于交流，帮

忙他们正确认识医患之间的关系。 

三、活动评价。 

在评价时要异常关注学生的活动态度、解决问题的本事和创造性

上。学生还能够自由地交换意见、发表看法。 

四、活动延伸。 

在课下进行，学生能够向周围的人去了解医护人员是怎样工作的，



然后进行汇报、交流，并试着练习用体温表测体温。练习用体温表测

体温。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 8 

一、活动目标： 

1、注重以“春天”为话题，引导学生积累关于春天的俗语、谚语、

成语和诗词名句，注重学生的文化积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2、通过寻觅春天，观察春天的踪迹，让学生深入认识大自然的物

候特征，了解一点生命在春天里成长变化的过程与特点，培养热爱春

天的感情。 

3、在观赏春天、赞美春天的活动过程中，加深对春天的体验和感

悟，培养初步的自然观赏与艺术欣赏能力。 

4、学会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悟和感情，培养能将描写与抒

情相结合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活动课时： 

xxx 

三、课时安排： 

2 课时 

第 1 课时学生集中活动。 

第 2 课时学生自由作文。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播放《春天在哪里》歌曲引入。 

2、引导学生诵读写春天的名篇； 

3、朱自清的《春》；杜甫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总给人带来许

多希望、生机，古往今来，许多画家、散文家、诗人都会用自己的传

神之笔，去描写春天的景象。 

4、出示《江畔独步寻花》，回忆学习：作者听到、看到、想到—

—用诗表达热爱春天的感情。（由诗的改写引导学生尝试仿写诗，进

行能力训练。） 

5、出示朱自清《春》学生倾听，看看作者是抓住春天的哪些景物



的 特̀点来描写美好的春天的。 

6、引导学生说说自己发现春天在哪里？ 

7、师：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冰心奶奶对春天的

理解？？） 

（二）在我们周围，你发现春天在哪里？ 

（三）描写春天的资料有哪些？ 

A、成语中的“春天” 

B、诗文中的“春天” 

C、绘画中的“春天” 

D 、现实中的“春天” 

E、我心中的“春天” 

（四）活动要求： 

A 组：收集能够描写春天成语的，不少于 10 个，请选择其中 6—

8 个写一段话，描绘春天。 

B 组：收集诗词中写“春天”的名篇名句，写一段赏析的文字。 

C 组：创作一幅“诗画”。给一幅有关春天的画题诗或者为诗配

画。 

D 组：现实中“春天”：春天自然风光在变，人也在变，同学们

的目光脚步乃至整个心态是不是因为沐浴了春天的春风、春雨和春光

变的更加明澈，矫健和朝气蓬勃了？请描写春天的风景画和人情画。 

E 组：春天到了，一定会引发你很多思绪和感触，请用优美抒情的

语句写出来。 

（五）学生作文 

题目：“我心目中的春天” 

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设计 9 

教学目的： 

1、通过三首不同民族乐器借鉴形式乐曲的赏析，让学生突破狭隘

的民族观，从世界大文化的高度，积极认识“乐器借鉴”这一文化现

象的社会价值。 

2、运用电脑作曲软件让学生探究在多媒体计算机中进行“乐器借



鉴”，从而加深对“乐器借鉴”这一文化现象的社会价值的认识。 

教学重点： 

1、重点了解不同民族乐器借鉴的.形式。 

2、指导学生运用音色在多媒体电脑中进行不同民族乐器借鉴。 

教学准备： 

1、多媒本硬件： 

2、多媒体软件：《不同民族乐器的相互借鉴》 

教学过程： 

一、情景创设： 

1、欣赏音乐片段，考虑： 

（1）作品名 

（2）作曲者 

（3）什么乐队演奏 

2、感悟：为什么中国民乐队演奏这首曲子，在什么地方演出（看

影片文件） 

中国民乐队演奏传统西洋乐曲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由

此引发课题——不同民族乐器的相互借鉴。 

二、新课导入： 

质疑：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民族乐器的相互借鉴现象呢说明：借鉴

的生命力每一种民间乐器都有其富于美感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往往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每一个民族的人们对自己的民间乐器都有很深的感

情，但对异族乐器都抱有一定的新鲜感和猎奇感，因此，民族乐器通

过借鉴可以展现音乐作品新的风貌，民族情感在乐器的借鉴中可以焕

发新的光彩。 

三、作品赏析： 

揭示不同民族乐器借鉴的形式作品一：罗马尼亚民间乐曲《云

雀》，排箫演奏与杨琴演奏的比较借鉴形式：用东方乐器表现西方民

族情感分析：这种借鉴的特点（相同点及不同点） 

作品二：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管子独奏与二胡协奏曲的比较

借鉴形式：用西洋乐队烘托东方乐器讨论：A、这首乐曲表现什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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