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 小学综合实践
活动教案(精选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经过各个事例和同学们周边的事情，讲述行为习惯养成的重
要性，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案：《养成教育》教案。

教学重点：

让学生亲身感受自我行为习惯的偏差，激励自我及时改正不
良习惯。

教学难点：

期望学生们经过这么一次思想教育及时改变过来，为养成更
好的习惯努力。

教学过程：

请看以下事例：1、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新加坡，新
加坡是一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
语大多是用英语书写。但其中的一些礼貌礼貌的标语，
如“不准随地吐痰”、“禁止吸烟”、“不准进入草坪”等
却用中文书写。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有这些不礼貌行
为的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



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礼貌行为也是国耻。”不知
大家是否记得，中央电视台以往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
场，随处可见口香糖残迹，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竟
有60万块口香糖残渣，有的地方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上，竟
有9块口香糖污迹，密密麻麻的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
严构成了强烈反差。

此刻你们看看你们自我的行为习惯呢

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着一些不礼貌的行
为。例如，在我们的学校内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学校极不
和谐的纸屑，教室里、学校内食品袋、方便面盒随处可见，
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打扫，扔了又何妨；
再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室内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以为常；
还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甚至
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把文
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礼
貌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质。

此刻，请同学们自我静下心来想想，你们的行为习惯是否良
好了呢再请几个同学分别说说班级的不良行为习惯。那里有
学生指出卫生状况是不能忽视的问题，构成必须的卫生良好
意识。比如：日常的维护与坚持(新举措)垃圾桶(1)由最终一
排两位学生监督同学们放置垃圾。如有不当行为公告于前面
的小黑板。(2)垃圾桶满了由负责收拾垃圾的同学及时清理，
最少早晚各一次。(3)垃圾桶盖子早晚要擦洗一次。(4)日间
卫生小整顿午休预备铃响后，每个同学把自我座位周边的地
方清理好。确保地面的整洁。(5)晚自习结束后，每个同学也
做好自我周边的卫生。并摆放好桌椅。仅有卫生的加强才能
让我们有良好的环境，这也是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一部分。

请同学们讲讲怎样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给大家提一些提议
呢



同学们纷纷发言，而后教师总结：首先，确立目标，循序渐
进。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不会是轻而易举的，要想完成他，就
得确立长远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起来。俗话说，有
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所以，要养成好的学习习
惯，不能心急，但必须要说到做到。例如，想背完1000个单
词，能够分成多天来完成。今日背10个，明天背10个，日复
一日，这样不仅仅不会给自我造成太大的压力，并且当你完
成目标时，会品尝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喜悦。其次，学
会时刻自我约束。如果良好的习惯养成之后放松要求，忘乎
所以，那么没过多久丢掉的坏习惯又会重新回归。认识到听
课做笔记的重要性后，就得一天不落的记下去；认识到沉迷
于网络的危害性了，就不能再找借口深陷其中；认识到自习
课讲话会影响他人，那就踏踏实实的兀自学习。久而久之，
坏习惯会离你越来越远，自然，成功会离你愈发的接近。

总结：观念改变习惯，习惯积淀素养。生活处处是细节，细
节点点积素养，素养默默铸礼貌。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
善。性相近，习相远。”为结尾，说明人本来性情很相近，
但由于行为习惯的偏差，成年后个性等都变化的相差大了。

小学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二

1﹑锻炼手脚协调能力﹑反应的灵敏度，练习蹲﹑跑等动作。

2﹑在游戏中体验与同伴交往的快乐。

在地上画一个大圆圈﹑泡泡头饰若干

1﹑提问导入，调动幼儿的已有经验。

小朋友们吹过泡泡吗？喜欢吹泡泡吗？今天老师想带你们来
玩一个吹泡泡的游戏！

2﹑教师说明游戏规则。



小朋友们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圈，站在老师之前画好的圈上，
然后在原地踏步，边走边念："吹泡泡，吹泡泡吹成一个大泡
泡。"重复念完数次后。

老师说："泡泡飞高了"，小朋友做两臂高举的动作。老师说：
"泡泡飞低了"。幼儿蹲在原地不动。老师说："泡泡变小了"。
幼儿向中间靠拢。最后教师说："泡泡变大了"，幼儿又回到
原来的那个圈上。重复数次。

最后老师说："泡泡破了"，幼儿发出"啪"的声音然后散开。
当老师说："吹泡泡了"，幼儿又回来牵成一个圈继续玩。

引导幼儿观察泡泡的特点，可以让幼儿用同样的玩法玩小小
飞机的游戏。

1这个游戏在我们玩之前班上的老师已经带他们玩过很多次了，
所以他们有已有经验，我们应该提高这个游戏的难度。

2在游戏中，小朋友会往不同的方向走动，所以让他们原地踏
步走，以免造成混乱，所以我们应反复强调游戏规则，让小
朋友注意安全。

小学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三

（1）从刚才的介绍中我知道有姓王、姓张、姓刘的。你姓什
么…

（2）（课件:全班的姓泛红）你们看，仅仅在我们班就有这
么多的姓。中华民族的姓氏就更多了。宋朝时候有人把中国
的姓氏做了统计并写成一本书流传至今——（课件：百家姓
封面）

（3）、“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只要起个头，许多中国人都
能把这些看似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句像歌谣一样背诵出来。因



为大家明白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蕴含着流芳百世的中华根基文
化。（课件：百家姓视频）

2、百家姓

（1）师：怎么样，想不想一块来读一读！（课件：百家姓一
览表）看，这就是百家姓的姓氏内容。（课件：前两列姓氏）
请大家跟随电脑文字自由诵读前两列，初略感受其中的文化
韵味（生自读）

（2）师：同学们在诵读过程中，要像童谣那样把节奏带出来。
跟着老师再次去感受吧！赵钱孙李读……（师生同读）

（3）课件：百？

师：百家姓，这个“百”是指刚好100个姓吗？（生答）

课件：百——言其多也，编写于宋朝的百家姓收集有442个单
姓，61个复姓，凡503姓。由于百家姓流传了很久，期间有经
历的多次的填补修缮，不同时期的姓氏数目也都不一样。究
竟现在的百家姓记录有多少个姓氏？大家课后去了解吧！

?板书：数目】

（4）师：刚才读了百家姓，谁还记得排第一位的是哪个姓？
（赵）

课件：赵？

师：为什么赵排第一？（生答）

?板书：排列】

师：我给你们些提示：百家姓是在宋朝编写的，宋朝的皇帝
姓什么？（赵）



师：百家姓最早是在宋朝编写的，当时的皇帝就姓赵，为了
表示对皇帝的尊敬，理所当然就赵排在第一位。

（5）师：一个赵字告诉我们百家姓编写的年代，现在我们把
历史车轮往前推进到唐朝。谁知道唐朝的皇帝姓什么？（李）

师：我们班上有姓李的同学吗？

师：你知道的李氏名人有哪些？谁再说？

我们跟随短片一起去看看吧。

（课件：播李氏名人短片）

?板书：名人】

师：（请李同学），当知道与你同姓的名人有这么多时，你
有什么感受？

说不定五百年前你们还是一家人呢！

师：其他同学还想了解什么？

小学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四

（出示课件）同学们，请看显示屏上的这幅图，画的是什么
季节？（秋季），你们喜欢秋天吗？你喜欢秋天的什么？生：
我喜欢秋天的碧空。

生：我喜欢秋天的阳光。

生：我喜欢秋天的果园。

……



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秋天。（板书课题）

生：老师，我想朗诵一首诗来赞美秋天。（生朗诵诗）

生：老师，我想唱〈丰收之歌〉来表达我们对秋天的喜爱。
（生唱〈丰收之歌〉）

二、协同创作

各协作小组自由创作。

（1）知识小组

（2）收集秋季常识及有关成语。

在秋天的节气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在秋天有中秋节，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农历八月十
五这一天有赏月，吃月饼的风俗。

含“秋”的成语有：

一日三秋秋风过耳秋扇风捐多事之秋秋高气爽秋毫之末

（2）美术小组

可单人也可几人协同完成“画秋天”，请几个同学在黑板上
协同作画。

（3）手工组

用收集的各种落叶贴成叶子画。

（4）朗诵组



朗诵赞美秋天的诗歌。

（5）舞蹈小组

用舞蹈来赞美秋天。

三、汇报展示

四、小结

小学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五

1、搜集赞美母亲的诗词、成语，写在纸上向同学展示。

2、每天帮妈妈做一件事情，并写出体验。

每天帮妈妈做一件事情，并写出体验。

课前一个星期每天帮妈妈做一件事情，并写出体验。

同学们，今天，我们将在班上开一个“交流展示会”，你们
都做好准备了吗？

1、师宣布：本班“交流展示会”现在开始。

a、让学生把搜集到的赞美母亲的诗词、成语在四人小组内向
同学展示、交流。

b、四人小组组长汇总各组员意见后，面向全班汇报。

c、师。

2、讨论区：你是怎样看待妈妈对自己的批评的？



3、体验大行动：a、把课前一个星期每天帮妈妈做一件事情所
写出的体验在四人小组内汇报。b、四人小组中推选写得最好的
同学向全班汇报。c、师。

这节课，同学们都交流得很好，看来你们课前都做了充分的
准备。

让学生把搜集到的赞美母亲的诗词、成语有感情地读给妈妈
听。

小学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六

1、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好习惯。

2、让学生明白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地球也是人类的朋友。

3、激发学生接触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欣赏大
自然的情感，教育学生保护大自然。

激发学生接触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欣赏大自
然的情感，教育学生保护大自然。

教具准备：录音机、动物头饰、森林挂图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学小动物飞。

2、师生问好。

二、动物模仿秀

1、揭示课题。



师：你们真像一群欢乐的小鸟。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小鸟吗？
喜欢小动物吗？

今日，我们就一齐来认识一些可爱的动物并给它们安个家。

板书：给动物找家

2、游戏：动物模仿秀

1）猜一猜：我喜欢什么动物？

师：教师想明白你们最喜欢什么动物，嘘，不用小嘴告诉我，
用动作来告诉我，好吗？

方法：请学生个别模仿、按小组团体模仿出动物的姿态，请
小朋友猜一猜，评一评，谁模仿得最像？（评出几名小小表
演家）

2）唱一唱：小青蛙找家。

师师范，让小朋友熟悉旋律。

学生创作：根据教师所给的音乐即兴按句式编唱。

团体与教师对唱，模唱小动物的叫声。

三、创：给动物找家

1、猜一猜：教师请来了哪些动物？

师：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动物，今日教师就请来了六位动物朋
友，它们是谁呢？

出示挂图（上头贴着六种小动物）：这些动物没有家了，心
里很难过，这是为什么呢？



2、分别出示图1—6：

这些小动物原先生活在哪里，此刻，为什么找不到家了？是
什么原因让它们无家可归的呢？

抽六位学生，。（说得好的学生奖励其带上相应的头饰。）

师：那么，我们怎样帮忙这些动物找到自我的家呢？

（说理由）

3、想一想：我们怎样做才能让每个小动物都一个幸福的家？

（植树造林、节俭用水、爱护环境、保护地球等等）

4、玩一玩：团体舞《找朋友》

（1）师生聊聊动物和人类的关系。

（2）游戏活动

师：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一齐来做找朋友的游戏好不
好？

随着《找朋友》的旋律，指导学生用不一样的形式跳邀请式
团体舞。

（前八拍能够模仿动物走路的样貌。）

四、小巧手

用我们灵巧的小手制作出《欢乐的小苯熊》。

五、总结、拓展



我们要爱护动物、热爱大自然，让所有的小动物都有一个幸
福的家。

2、拓展：

（1）欣赏乐曲《动物狂欢节》

（2）用我们灵巧的小手画出《动物狂欢节》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