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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出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其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方面的独特课程价值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在该课程出现的短短数十年间，课

程实施效果显著，迅速在基础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具

有极大的作用。 

但问题往往与成效并存，由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本身的复杂性，其涉及的目标

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杂、形式之散、评价之难，都对课程的进一步开展形成阻

碍。从课程开展现状来看，虽然学校都按照国家规定开设了这门课程，但是在具体

开展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而这些问题单个学校作为个体来解决难度较大。在课程

三级管理的机制之下，地方教育管理部门的作用尤为重要，需要从区域整体的角度

来推动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与课程的均衡发展。 

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现状，本论文以太原市 X 区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区域推进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通过梳理 X 区在课程区域推进工作中的具体实施过

程，为其他地区课程实施缩小地域差异，促进课程良性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考。本研

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法，以“太原市 X 区”为例，对该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

进的实施过程、成效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思考。同时结合文献

法，了解国内外关于该课程区域推进的现状，发现问题，找准研究切入点；采用访

谈法进一步了解该区区域推进的成效及存在问题，深化总结其推进策略。研究发

现，在区域推进的具体过程中，该区通过建立区域推进体制、承担课题研究、完善

课程评价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举措，在区域推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发展，实

现区域内课程实施均衡化方面卓有成效。但是由于整体教育机制的问题，依然存在

师资配备不足、共享资源包利用不当等问题，区域的均衡发展与发扬学校个性存在

冲突。因此，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到过程中，要进一步建章立制，合理规

划课程内容，促进特色课程的开展，做到既共同进步又保有自身特点，同时注意发

挥模范引导作用。 

 

关键词：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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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has emerged, and its unique curriculum valu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short decade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urriculu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occupying a place in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rapidly, 

and playing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However, problems often coexist with effectivenes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grated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itself, its large 

objectives, wide scope, miscellaneous contents, scattered forms and difficult 

evaluation hind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lthough schools have opened 

this course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regulations,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these problems are 

difficult to solve as individuals in school. Under the mechanism of three-level 

curriculum management, the role of local educ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in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reg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resource sharing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n the reg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this paper takes the regional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in X District of Taiyuan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promotion of curriculum in X District, 

Provide Reference and Consideration so as to narrow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in other regions and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This study mainly uses case study method, 



  III

taking "X District of Taiyuan C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of regional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curriculum in this area, and to put forward 

their own suggestions and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 combining with the 

literature method, we can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promotion of the curriculum at home and abroad, find out the problems, and 

find ou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search; using interview method,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egional 

promotion in the region, and deepen the summary of its promotion strategy.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regional promotion, the reg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and achieving the balance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n the region by establishing regional promotion system, 

undertaking research projects, improving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However, due to the problems of 

the overall education mechanism,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allocation of teachers, inappropriate use of shared resource 

packages and so on.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ersonality.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area, 

we should further establish rules and regulations, rationally plan the 

curriculum conten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achieve common progress and maintai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oleof model guidance. 

 

 

Key words：Primary School,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y Course, 

Regional Promotion,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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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时代发展对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注重加强学科知识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

系，而其中就要求将实践性课程纳入到学科领域中，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的人。纵观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都设计了“综合性学习”的课程，鼓励学生利用

多学科的综合性知识和能力来解决实践过程中到的问题，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自我的认识。新课改过程中第一章 绪论，不仅不断更新着教师的教育理

念，更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探究与发现学习逐步取代了接受性学

习。 

2017 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指导纲要》，其中明确指出：“综

合实践活动是从学生到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生活情景中发现问题，转化为

活动主题，通过探究、服务、制作、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到跨学科实践

性课程。”
①
这是国家规定的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实施的必修课程，与学科课程同

属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范畴，在近几年得到迅猛发展，课程价值令人欣喜。但是在

该课程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因为缺乏统一的课程管理体系与评价方式，由地方组织

和引导，开发地方性教材，学校自主操作，缺乏顶层设计，使课程的开展在各地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瓶颈。如上层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与指导角色缺失，课程评价体系

模糊，师资力量不足，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能力不足，在具体的指导过程中用替代

了学生的探究与体验等；这就要求区域管理层面发挥积极作用，从多个层面想方设

法引导基层学校和教师深入学习，认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为国家课程规划

和学校课程开展之间架构桥梁，区域推进工作势在必行。 

基于上述背景，教育局积极采取举措，通过大学区制的片区管理制度，推动课

程区域开展。笔者以太原市 X 区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实施过程中的探索为

例，总结区域课程整体发展的有效手段及成功经验，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及原因，以

期进一步提出区域推进的有效策略，深入推动区域共进下的课程发展，为广大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的探究人员提供范例。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①    教育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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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涵体现的教师教育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吸引了大量

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人员的目光。但是在实践中发现，由于缺乏国家统一指导和

课标规定，该课程的实施在极大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

题，各地发展良莠不齐，差异明显。选取“太原市 X 区”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将

区域资源有效整合与管理，改变单个学校面对课程实施困难无计可施的现状，对 X

区该课程区域推动工作实施过程、成果与问题进行整理与分析，实现区域推动策略

优化。 

1.2.2 研究意义 

本论文通过对 X 区区域推进过程中课程实施与开展情况的调查，发现区域推进

的合理化措施，针对出现的问题尝试提出解决，对推动区域课程发展提供行之有效

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一，理论意义。通过文献的查阅可以发现，自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入基础教

育改革以来，大量的研究资料都是关于个体学校或课程目标与资源开发的，但是对

于课程开展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及区域内共性问题关注不足，从区域层面整体

思考与解决的研究内容较少。本论文以个案研究法为主，同时通过问卷和访谈的形

式深入获取 X 区区域推动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取得到进展及存在不足，希望能够为

区域课程均衡化发展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二，实践意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关注学生的内在发展与外在体验，其课程

目标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具有共通之处，课程的有效开展与实施非常重要。

X 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区域管理机制的推进下，近几年取得非常大的进展，课程

进入常态化实施阶段。以 X 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整体推进为例，其成效与不足都

值得进行深入探究，以便为其他区域实现该课程的整体推进提供实践意义。 

1.3 文献综述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为缩小地区、学校、城乡之间的教育

差异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仍有许多地方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如何付诸实

践，有哪些可操作的做法仍在研究领域存在大量空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取得大

量教学实效的同时也随机产生了许多问题，而其中很多共性的困惑，如学校教育资

源的不均衡，课程资源开发难度较大，校本资源与区域资源，课程评价体系的缺失

等，都需要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组织者发挥管理与指导作用，带领学校通过区域推

进的手段和策略来解决出现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了解



第一章 绪论 

  3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课程的认识及实施状况，为本研究提供支持。 

1.3.1 相关概念界定  

1.3.1.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行“国家-地方-学校”的三级管理。在国家意志下，地方

发挥管理与指导功能，学校负责课程的具体开发与实施，由国家、地方、学校是一

门由国家规定，地方统筹管理和指导，学校具体开发与实施的课程。该课程要求由

小学一年级开始开设，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实施，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发现和探究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课程以“真目标、真任务、真

体验、真发展”贯穿主题活动的始终。强调在真实的任务情境下引起有意义的学习

行为，通过给予学生一定的学习支架，利用项目式设计让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

《新纲要》的发布更是进一步提出了不同学段的具体要求，着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

养，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 

1.3.1.2 区域推进 

本论文提到的区域主要是指以县区为单位的教育行政区域，区域推进就是县区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组织针对区域内的教育不均衡现象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统筹规

划，整体推动区域内各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为均衡化和常态化实施做出尝

试与努力。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地方的统筹管理，根据地方现状及各校课程

开展的实情成立区域推进实施小组，整体上考量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其次要着力

开发课程资源，将学校资源、社区资源、地方资源有机整合，充分发挥课程综合性

的特点，实现对学生综合性能力的培养。最后，还要注意推动区域内教师队伍的成

长与进步，打造一支课程有效实施的强有力队伍。除此之外，在 X 区的实践操作

中，关注到了区域内统一的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带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

施。 

1.3.2 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于课程阶段发展和课程

目标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到课程区域推进的内容。笔者试通过对国外课程发展与内

涵的解读，寻找国内区域推进的切入点。 

国外综合活动课程在实践领域经过不断发展和变革，出现了各种课程思想和研

究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内涵一致。早在 20 世纪初，课程独立的思想体系和实践

类型就得到初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课程思想得到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最早对综合课程进行了论证，他提出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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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为中心”的综合课程主张，这一理论体系得到了认同和发展。此后杜威提出了

“以儿童为中心”的综合课程主张，他的主张推动了综合课程的全面发展。随后不

断地出现了不同学派对综合课程的研究和认同，使得综合实践课程形成了独立的课

程体系。与此同时各国对于综合实践课程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在课程体系变革

的同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综合实践课程进一步归纳和总结。 

在课程的实践性与综合性成为新时代教育主流的当下，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积

极对已有的课程结构进行调整，推动综合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

创新型人才。如美国的实践类课程，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分为科学、技

术与社会研究，设计学习和社会参与性学习三类，在课程设立上也是本着对学生实

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给学生提供可以融入社会以及服务社会的机会，为了

将学生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①
英国在对综合课程的研究一开始就做出明确的要求

和定义，以具体的课程标准为指导，课程内涵丰富，其社会研究主要从当下形式出

发，围绕政治、文化、道德问题来开展。法国的课程标准中明确设计了综合学习课

程跨域学科领域的学习，注重活动模式的多样性。
② 

综合实践课程的开设并不是新的学科领域的发展而是对于时代发展和学习的需

要，是课程变革的必然趋势，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中，都十分重视增强实践

性课程的设置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他们的综合课程设置对我国课程开展与实

施具有参考与借鉴作用。但是国外的研究旨在改变课程的类型和活动方式来实现综

合实践课程的落实，关于综合实践课程区域推进的研究还是少之又少。 

1.3.3 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教育领域的变革，以及课程管理的一系列变化，在西方教育思潮的影响

下，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提出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应的有关研究也不断出新，通

过梳理相关资料发现，目前关于综合课程的历史、价值、实施途径等方面的研究已

经初具成效，综合实践课程的评价体系的研究也有许多，但是关于区域推进，实现

教育均衡发展的相关课程研究较少。 

第一，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涵的研究。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涵是什么，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国学者

对其内涵也有不同的认识。钟启泉认为综合实践课程超越了传统课程的学习机制和
                                                              
① Correlation between Project Learning Tree Activities (K‐12) and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Social 
Studies.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 http://www.hawaii‐nation.org.     
② 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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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对于自身的评价体系也有不同的定义
①
。文可义却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是国家规定的，强调学生的体验式和参与式学习，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课

程。
②
郭元祥从师生课堂角色转变入手，认为该课程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进行

探究的实践性课程。
③
张华认为该课程以学生的经验与生活为核心

④
。这些不同的认

知，都对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内涵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但核心都在强调传统的学习

方式的转变，要求教师指导学生将所学内容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将实践活动内容融

入到教学中去，开展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这些课程内涵的认识都极大推动了课程

内涵的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迅速发展的助推力。 

第二，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价值的认识。 

钟启泉认为，综合实践课程的设置“在我国行政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实践，是

课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⑤
它在丰富学科内容的同时，课程强调加强学习与社会

实践的内在联系，让学生学会生活。在国内的许多研究中，都出现了对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的价值研究的探讨。钟启泉认为，该课程的价值区别于传统的学科课程，以

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控和运用，培养实践能力为目标。文可义认为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以学生的爱好和兴趣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陈时见则强调无需过分

划分综合实践课程与学科课程的界限，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他认为学科课程知

识的培养有利于实现综合实践课程，而实践活动的开展又进一步落实了所学内容，

是学科课程的具体体现。他们的研究都在于综合课程的价值就是学生能力的培养，

事实上，课程的价值并不是单一的，它的存在和出现，不仅仅是学科课程的落实，

学生能力的发展，社会实践的形式，它还有助于学校的发展和教师的发展。 

以上研究的观点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综合实践课程的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他们都强调课程价值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上的落实，为一线教师进

行教学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撑，指明方向。  

第三，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研究。 

随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基础教育体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课程的理论

探讨渐渐向实践操作层面，归纳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钟启泉.综合实践活动：涵义、价值及其误区.教育研究，2002,6：42. 
② 文可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涵义、特点、功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4：16. 
③ 郭元祥.综合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定.当代教育科学，2003,4：15. 
④ 张华.论“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本质.全球教育展望，2001,8,：10. 
⑤ 钟启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教育发展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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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陈时见
①
认为，然国家规定是一门必修课，但是

仍然有许多地方和学校，并没有真正的进入课堂教学。郭元祥
②
认为课程实施的过

程中出现了操作性错误，认识不清导致许多地方和学校没有领会到综合实践课程的

重要性。综合实践课程的实施一方面取决于课程的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落实地的

认识和操作上。教育系统以及社会认知水平分不开，课程的价值、理念的清楚认识

分不开。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对课程认识不

清，没有师资力量的支撑，课程管理体制的缺乏。本文从这些问题出发，关注课程

开展现状，为研究寻找切入点。 

（2）问题解决的策略。已有的研究资料显示，解决这些问题，大致可以通过以

下三个途径，一种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种是是师资建设，还有一种是课程

评价，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是综合实践课程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课程评价体系有

效的激励课程的发展。针对课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以区域层面作为抓手的实践研

究较少，这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区域内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少数研究者近年来从区域层面整体看待

综合实践课程的实施，旨在解决课程实施的问题和课程的未来发展。这些研究梳理

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课程开发主体的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区域+学

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主体，有的主张学校的自主化研发。二是课程区域管

理的研究。从这个层面去推动综合实践课程的发展，解决区域管理中的问题和找到

解决策略。但是，研究比较浅显，不够深入。  

纵观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课程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对于综合实践课程的研

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对课程实施方面的策略探究还需要有所补充，大多数研究者对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研究都集中在理论的解释和具体的课程实践操作层面。从区域

推进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方向较少。笔者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时也发现，从综合实践

活动实施来看，国外已经形成相当的课程开设体系，将课程理念渗透在日常教育教

学活动中，注重体验与实践过程。但是在课程区域性实施的研究针对性不强，研究

较少。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本论文的选题在充分结合现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找研

究空白点。笔者选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X 区，以期为相

似区域的综合实践活动区域推进实施提出建设性建议。 
                                                              
① 陈时见.综合实践活动理论与案例.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② 郭元祥，姜平.当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基础教育课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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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1.4.1 研究思路 

以X区 40所小学为研究对象，总结成功的经验，同时对出现的问题与不足进行

反思，提出解决策略，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发展。 

1.4.2 研究方法 

文献法 

文献分析法，整理与研究能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的书面材料，从多角度梳理国

内外课程研究的成果。发现目前的研究在解决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存在空

白之处，从区域层面推进课程实施虽然已经被提出，但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法还需在

实践中进行验证。通过查阅相关政策文件，对现有的研究做出分析，明确研究题目

的可行性以及实用意义，同时对所收集的理论依据进行学习和整理，对课题做出相

关指导和建议。对现有研究资料中的数据、文献进行归类整理并分析，为本论文找

到可行的运行策略和方法及提供理论基础。 

访谈法 

访谈法，通过对访谈人员的提问，从答案中分析受访人员的研究方法。访谈对

象可以针对性的选择，以便于研究问题的典型性。本论文针对课程实施的具体事项

与学校课程实施负责人深入交谈，深入区域推进课题实验校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区

域推进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取得的效果如何，并进一步深化总结其推进策略。同时与

X 区综合实践活动中研班成员、实验校学生进行交流，发现在区域推进实施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如课程资源得以共享、教师专业素质得以提高、学生关键能力得到程

度的提高。然而任何一项举措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对某一特定个体、单位、现象或主题的研究。通过大量收集研究

资料，对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入了解，整理和分析其形成原因和带来

的影响，形成对有关问题全面的认识，提出自己的结论。本文以 X 区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区域推进为研究对象，收集区域推进过程中的相关资料，研究区域推进过程中

的举措及成效对整体推进区域课程实施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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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价值及区域推进的意义 

该课程是由国家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开设，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课

程学习阶段都是必修课，每周 2-3 节，已经成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极为重要的一

环，对推动基础教育纵深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课程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凸显了

诸多问题，需要行政驱动和资源统筹来推动课程发展，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区

域内的常态实施和有效实施。 

2.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价值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采用项目式学习，利用多样化

的学习支架来支撑整个活动过程。在项目式主题活动的探究中，强调知识的融合与

学科整合，打破学习与生活的界限，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学科知识的综合，追求的结

果并非单一的作品的完成，而是学生运用学科知识来解决实践活动问题的过程，旨

在通过实践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关键能力，培养创新型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2.1.1 丰富学生的体验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强调学生在主题活动中的体验和感受，作为一门综合性非常

强的学科，在参与项目式活动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多元的知识来处理活动过程中碰

到的问题，这就需要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调动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生活体验来解决问

题，优化建构认知系统。该课程鼓励学生关注实际生活，在具体的项目式活动和学

习中构建对于自我、自然、社会的认识。通过明确的活动目标和真实的教学任务，

在实践中获得与人沟通的体验，发现与尝试解决问题的体验，从多角度认识事物的

体验，探究性学习的体验，在真实的情景中锻炼学生对于知识的融合与运用， 拉

近自身与活动主题的关系，进而拉近人与社会、自然、自我的距离。整个学习过

程，学生都之置身于开放性的学习空间，调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实践体验，尝试捕

捉问题，与人合作探究解决问题，完成由接受性学习向探究体验性学习方式的转

变，将自身的经验融会贯通，从中获取社会参与的体验。 

2.1.2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

总是感到自己是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这种需求特别强

烈。”传统学科下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基本上是教与学的关系，过分强调知识的接受

和掌握，忽视了学生的体验和获得。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情况恰恰是反过来

的，强调学生自身的探究学习体验和过程，教师要进行有效指导而不能替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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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从学生的兴趣和直接经验出发，以社会热点问题与现象、学生实际生活、自然

环境为研究对象，以研究性学习作为主要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回归对自我的认

识，对自然的体会，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发现与捕捉，从而围绕问题展开探究性学习

过程，极大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提高。当课程逐

步深入的同时，它也就为学生打开了更开放的空间，由学生自主、创造性地展开实

践探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生成新的问题，这样不断的循环过程中，学生的

学习深度和思维广度不断进行拓展，重新构建学生的学习方式体系，将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重塑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其他项目式研究学习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学生

在传统学科学习方式上的转变。 

2.1.3 发展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提出了需求，这就为教育培

养什么样的人提供了方向。为推进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发展，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国家进行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为必修课

程之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总目标归根到底是发展学生的关键能力，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将目光落在学生的实际生活和社会现象上，拓宽学生的思维和看世界的视

野，以真实的问题为导向，锻炼学生思维能力，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培

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在这样的研究性学习中，往往

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同伴之间的互助，一些主题活动也需要学生主动走入社会进行

调查和探究，学生的交往与合作能力、交流与表达能力都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不断

的强化，价值体认和责任担当的培养目标也得到了达成。 

2.2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的意义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极大的促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但是在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

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学校课程计划中没有真正落实国家课程规定，课程资源

开发力度不足，教师队伍相对薄弱，活动目标与课程目标的达成存在差距等。这些

都成为课程有效开展的阻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由国家规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管理与指导，学校具体实施开展的一门课程。在面对学校产生的共性的问题时，需

要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通力合作，解读国家有关课程政策要求，结合区域内课

程开展的实际情况，采用区域推进的策略来解决区域内课程开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亟

待解决的问题，真正发挥地方管理与指导的作用，引领学校走上综合实践活动开展

均衡化、常态化开展的阶段，真正实现课程对改变教育教学方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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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推动课程设置平衡化、规范化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实践过程中没有统一的课标、教材和参考、评价体系，这

既为课程的实施提供了极大的自主空间，又造成很多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形同

虚设，没有发挥课程的真正价值。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对课程开设的重视程度是其在

学校均衡、规范发展的前提保障。它通过发挥承上启下的地方行政部门管理与指导

课程实施的作用引导校长和教师正确认识课程性质与实施；通过调查发现区域内学

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惑与不足，针对具体的问题形成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通

过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和完善区域内课程管理和评价体系，保证课程实施的规范性和

有效性。这些措施既能为区域内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支撑保障，又能通过具体的评

价体系来督促学校具体开展课程，开发课程功能，从而从整体推动课程开展走向均

衡化、平衡化。 

2.2.2 引领课程实施走向专业化 

区域推进下的管理措施和机制从制度上解决了学校课程的开设，但是由于教师

缺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经验，可供参考的案例也较少，很多教师反映课程的内涵

非常好，但是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却无从下手，这就需要业务部门的专业引领与指

导。通过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课程的开发与管理，实施与评价进行统筹规划，

为一线教师开展课程活动提供明确的教育教学目标及评价。同时在区域范围内采取

课题引领、研训结合、片区联动等手段，大力提高师资力量，打造专业化的教师队

伍，为课程开设提供具体的智力支撑。 

2.2.3 统筹区域内课程资源的开发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自然、社会、生活、自我都可以是活

动开展的研究对象，超越单个学科课程的界定，重在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在课程

资源的开发与使用上，除了需要文本类的地方性教材，更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对自

然、生活、社会等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实践与探究活动。近几年校本化资源的开发在

各校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需要而言还是略显单薄，个体学校

的能力不足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在区域整体推进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有

效指导学校根据自身提点开发课程资源，更能将各校开发的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

开发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场馆资源，从而推动区域内课程建

设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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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X 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的实施过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新兴课程，成为迅速发展的一种课程形态，在推动素质

教育发展及学生能力的提高方面的效果已经得到研究论证。但是课程的复杂性造成

了各地课程实施的不平衡，对课程的进一步深入开展造成了难度。如果仅靠学校的

自觉行动，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因此，要向推动课改向纵深化发展，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实施作为有效的助力，迫切需要系统的区域推进策略。  

之所以选择 X 区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是因为笔者作为 X 区综合实践中研班的核

心团队成员和特色校骨干教师，一直参与课程区域推进研究工作，在实践过程中能

够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在过程中学习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平台较广，研究结论真

实有效。  

3.1 建立区域推进体制，保证区域均衡发展 

《新纲要》明确指出，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入义务教育阶段及普通高中课程

计划，成为小学到高中的必须课程。但是在国家意志表达的背后，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因其本身的独特性，是一个不断生发的课程，在没有统一的课标规定、教材、评

价体系之下，区域层面的组织与管理对课程真正落实尤为重要。  

 

 

 

 

 

 

 

图 3.1 X 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体制一览表 

3.1.1 成立区域推进实施小组  

为保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能按国家规定开展，进一步从区域层面对全区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进行管理与指导，2014 年 X 区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了区域推

进过程中教育局、教研室、各校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 X 区小学在该课程实施过程

中碰到的问题进行统筹规划，深入解读课程内涵，提出适合区域范围内小学的课程

管理机制，尤其是制定相应的课程实施评价体系，指明课程开展的方向。  

X 区教育局 

X 区教科研中心 

大学区制学区片  X 区各小学校 

综合实践教研员 

综合实践特色校 课题基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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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划分片区，由点到面  

为了实现区域内小学的均衡发展，2014 年 X 区区域推进实施小组依托教育局大

学区制度，以“特色校-学区片-学校”为模式来对区域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

管理与指导。每个片区设置组长校来组织成员进行日常课程工作的沟通与课程资源

的开发，特色校介绍成功经验，起示范、辐射作用，区教研室负责统筹管理，试图

通过片区联动的方式，由点到面地推动区域内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整体发展、规范

发展、均衡发展。 

3.1.3 制定课程管理方案 

区域推进领导小组通过制定具体的管理方案指明工作方向，建立健全该课程在

全区实施的管理机制，从制度层面来保障区域推进的有效实施。在国家规定的纲要

指导和该课程三级管理的课程体系之下，X 区对区域课程开展作了具体的调查，根

据现状制订了区域《课程实施指导意见》。各学区片由组长校牵头，根据《指导意

见》共同制定适合本片区发展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办法》。各校据此来制定

适合学校发展的《X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体实施方案》。层层递进，学校建立

起由教学领导负责的综合实践活动教研组，组织全校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进行教科研

活动，交流讨论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每学期，由综合实践活动教师根据教学任务

制定教学计划；学期中，区教研室进行统一的主题设计与评价，对各校的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实施做出反馈；学期末，上层教育管理部门下校检查课程实施的具体情

况。就这样，自上而下的指导，自下而上的反馈，驱动 X 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

的良性开展，为区域推进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3.1.4 承担课题研究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教育内涵发展，推动区域内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的整体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X 区结合在区域推进工作中的探索和

经验，于 2014-2016 年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整体推进的

策略研究》，总结成效，发现问题，为下一阶段的区域推进工作决策积累第一手的

材料，提供信息支持。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实施课题引领下，区内七所实验

校分别承担了相关的子课题研究，尝试通过具体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来为全区

小学提供可供参考的课程实施经验，实现资源共享。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X 区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推进卓有成效，由主题探讨到课题研究，站在课程理论的高度来审

视课程开展状况，总结具有一定价值的区域课程常态化实施推进经验。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下午，杏花岭区锦绣苑小学、解放路小学、区实验小学、职工新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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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路小学、涧河小学、北中环街小学等七所学校在解放路小学进行课题中期汇报工作。杏花岭

区综合实践教研员任凤英老师主持综合实践课题中期评估论证会，邀请教育部综合实践项目组专

家沈旎老师参加，对各校课题进行指导。 

在汇报课题之前，各校领导和老师先向沈旎老师介绍了学校的课题研究工作和整理好的活动

资料,沈老师认真倾听并不时将发现的问题和思考记录下来。沈老师说，我们要以研究态度做课

题，研究的问题基于具体的现象和问题，思考下一步以什么对策来解决问题，要体现研究的过程

和尝试，体现研究的价值。 

3.2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带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  

传统的学科课程以考试成绩为主来检验教学效果，评价学生的学习行为。但是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因其学科特点，关注学生能力的形成、情感的表达、经验的积

累，让学生在具体的研究性学习中亲身参与、直接体验，从而由浅层体验走向深层

建构，提升核心素养。整个探究过程强调学生体验的获得，对结果不做唯一固定的

评价，这样的情况下，显然需要对整个学习行为进行过程性评价。为了对课程开展

过程中学校实施效果，教师指导效果和学生能力习得进行有效的评估，必须建立起

行之有效的评价系统，选择恰当的方式给予课程实施情况评价。因此，需要区域管

理的角度出发，为全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效果选择评价要素，准确把握

区域内小学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成效，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以评

价来刺激学生的学，激励教师的教，强化学校的支持力度，带动区域整体纵深化发

展。 

3.2.1 将综合实践活动纳入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X 区以教研室为主导，制定“课程评价实施准则”，主张从教师、同学、自

我、家长等方面来对学生行为进行多角度评价，评价方式多元化。学校在此基础

上，制定学生发展成长册，记录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性资料和表现，关注过程

中能力的习得，注重评价的激励功能。在具体评价过程中，一是考查学生的质疑探

究能力。综合实践活动往往是由问题的产生为导向的，将问题转化为课题，逐步深

入研究。在活动过程中，考察学生是否留意生活实际，具有自主质疑的能力。二是

能否制定活动方案。学生只要能够在方案制定中清晰明确地写出步骤及实践探究活

动的方法即可，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指导完善。三是活动方式是否合理。综合

实践活动过程不同的探究内容决定了不同的实践探究方式，考察学生能否选择恰当

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活动中的问题，鼓励多种方法的选择。四是是否具有实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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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要求学生从接受性学习走向探究性学习，考察学生在体验性学习的过程

中是否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付诸实践探索，发展关键能力。五是学生总结与反思

能力的考察。六是学生情感价值观的形成，从价值体认和责任担当的方面来考察目

标达成情况。  

在整个评价活动中，X 区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关注学生的主体

地位，关注学生自身的表达，评价形式多样化，评价内容多角度，评价体系多元

化。 

3.2.2 考核评估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 

教育行政部门对区域内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设与否、课程实施效果如何的监

测，是保障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工作的前提。只有上层部门的重视，学校才

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挥有力的作用。X 区教育局在区域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工作中，将学校课程开展情况纳入学年对学校的综合质量评估。不仅对学校课程实

施的常规工作进行考核，每个学期的期中和期末都对各个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与学校的绩效工资挂钩。这样的背景下，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不再透明化，得到学校的足够重视，在课程领域中真实落地，区域推进的目标自

然而然达成。 

3.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教师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与开展的中坚力量，在活动中占据着指导者的重

要地位。几年来，X 区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做了诸多举措，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均衡化、常态化、整体化发展打造了一支有思想、有方法、有能力的教师队伍，推

动区域内该课程的有效实施。 

 

 

 

 

 

 

 

 
图 3.2 X 区综合实践活动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 

 

中研班

核心团队

教师 1 教师 2

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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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主题教研为典范，模式推广 

X 区综合实践教研活动以整体推进综合实践学科的常态化实施为根本，以提升

教师学科素养、立足指导地位为主导，以培养学生关键能力的形成为指向，以坚持

课题、课堂、教研“三位一体”为研修思路，逐步加大教研、科研与课堂教学实践

的力度，组织多样化的教研活动形式，拓展教师视野，为教师提供主题案例的参

考，形成了具有行动力的综合实践教研团队，推进了 X 区综合实践课堂教学改革，

切实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全方位、广角度、多渠道”组织各校综合实践老师积

极教研活动。 

 

 

 

 

 

 

 

图 3.3  X 区主题活动教学模式的基本操作程序 

第一，集体备课，资源共享。对于综合实践学科来说，老师们都是兼职教师，

有的甚至兼任好几门学科，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课堂出现许多问题。如：活动目

标不明确；方法指导脱离真实的情境；替代学生体验和学习。教研室采用了集体备

课的形式，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教学效率，给教师提供了交流合作、探究讨论、实

践反馈的平台。 

案例：《中国式过马路》集体备课案例研究 

开题指导课：捕捉研究话题  → ？ →  确定研究课题 

            是什么           ？         有意义 

            为什么           ？         范围小 

            怎么办           ？         易操作 

             ……                       有方法 

采访指导课：聊准备、观案例、拟采访 

问卷设计课：主题    标题  

            对象    问题    

            结语    感谢                                                

确定目标  创设情境  发现问题  选择问题 

确定主题 

制定计划 实施计划 总结评价  搜集资料 

拓展延伸 

 题型

 易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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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展示课：研究方法            展示形式 

           实地观察            视频图片 

           收集资料            记录表 

           现场采访            统计图、数据 

           问卷调查            文字 

通过集体教研教师能够清楚认识到综合课堂是要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发现、实

践、探究，努力创设贴近学生实际的活动， “人人动手制作，个个动脑创造”，

变革学生的学习方式。 

第二，专家指引，课程落地。在区域推进过程中，为提高综合实践活动教师队

伍的素质，将教师的学科课程教学经验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有机整合，X 区多

次邀请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家解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和学科内涵，明确综

合实践活动课堂上体验、发现、实践与探究的关键点。首先从理论层面解开了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开展无从下手的局面，构建了教师对课程目标的认知。其次，专家通

过展示优秀案例，进一步让理论落地，具体阐述综合实践活动中如何将课程内涵渗

透，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方式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3.3.2 组织教师素质大赛 

教师素质大赛将笔试和讲课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考察教师对于课

程性质、学科特点的认识，在具体课堂实践中对学生培养目标的落实。这就要求教

师具有极强的学科内涵，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性质与目标，内容与方法，实施与

评价等方面具有深刻的认识。为了达到上述要求，教师必须在日常的课程实践中不

断学习，挖掘课程课程内涵，提高对于课程理念的理解与认识。同时，教师素质大

赛也是对教师一段时间内具体教育教学工作的检查与反馈，对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

具有推动作用。 

3.3.3 建立教师网络教研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教师多数由语数教师兼任，日常工作较为繁

忙，除了固定的培训时间外，教师很少有时间集中在一起共同交流综合实践学科经

验及指导活动中的困惑。但由于缺少交流互动的平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遇到的问

题往往无法及时解决，综合实践处于弱势学科的地位凸显。伴随着信息化教育的快

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学习和探究模式随着区域

推进课程的发展，X 区也将信息化的方式纳入教师培训方式，成立了微信教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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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扩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的交流空间，教研内容丰富化，成为综合实践活动

教师的互动新媒体。 

第一，教研内容多样。电子平台的教研方式具有广泛性与交互性，打破了实地

教研的时空限制，教研活动内容从学科拓展到整个教育教研活动，可形成丰富的研

讨资源，案例、论文、反思等内容方便收藏整理。 

第二，教师互动参与。在平台上，教师可以抽时间围绕主题活动的提出进行研

讨，随时实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式研究，提高教师对

课程的认识与把握。 

案例：青龙古镇研学行 

第三，平台备课便捷。在备战各级各类综合实践教学大赛时以及教师常态实践

活动指导中，借助“网络微信”这个平台组织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平台备课模式是

“核心成员主备--中研班成员研讨--反复研磨--最终定稿”四环节紧密相扣。核心成

员精心备课，将一稿发布到网络平台上。其他综合实践实践活动教师在线研讨反

馈，提出合理化的修改建议或主题活动课程开展参考范例，优化教学组织环节。与

传统的集体备课相比，这样的网络教研平台更具有海量性与共享性，教研思路角度

多样，打破了教研活动的时空限制，创造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同时，教师经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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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研究、合作、创造、反思”过程，将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和教师专业成

长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研究性学习的思维，由教学者向教研者转变。 

 案例：以 2016 年的一次平台研讨为例——走进春天 

时值春日来临，请大家围绕“走进春天”主题活动，设计不同的活动内容和作业单。关于第

一个话题，老师们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分析了“微课设计”与“技能比赛”的各自特点与操作的

可行性。关于第二个话题，老师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胜利街小学的高凌燕老师建议“走

进春天”活动内容可以研究春天的艺术，每人画一幅有关赞美春天景色的作品；学唱一首关于赞

美春天的歌；开展“走进春天”演唱会。新道街小学的冯晋老师则建议“走进春天”这一主题活

动课上以手工制作为主，以布贴的形式代替画画，鼓励孩子们自己动手展示自己眼中春天的美

景……老师们的教育智慧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充分展示。教研员任凤英老师最后总结道，今天大家

的意见和看法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对这一主题活动的思路，接下来请牢记：真实的任务，完整的

过程，明确的要求，必要的支架来进行活动。大主题小切入。实践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提升能力的

过程，我们慢慢地开始尝试，在一次次发现、观察、思考、记录、研究，从中找到综合实践活动

的有效策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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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X 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的成效分析 

通过梳理 X 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实践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到其区域整

体推进自上而下，层层推进，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区域内真正落地。 

4.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的效果 

在区域推进工作中，X 区课程实施稳步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模

式，推动教师队伍建设走向专业化发展，从整体上促进了区域内综合实践活动的规

范化发展、常态化发展和均衡化发展。 

4.1.1 宣传学科优势，彰显学科特色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造就了“互联网+”的模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随着大数据

时代的来临，研究的平台也从传统的固定化地点及场所的探究拓展到网络平台，更

具即时性、社群化与共享性，突破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成为综合实 X 区教育局综

合实践学科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区域组织通过网络平台向教师及一切关注综合实践

学科的人群推送信息，宣传课程实施政策及理念，介绍学科概况，进行优秀案例的

分享等。平台的成立不仅为教师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搭建了可供参考的平台，进一步

让教师关注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与课程价值，理解和感悟综合实践学科的真

谛和职业的幸福，综合实践理念在老师们身上生根、长叶，逐步改变综合学科在教

师心中的弱势地位，同时这样快捷、广泛的宣传方式也向整个教育领域和社会展示

着课程内涵，向更多的人宣传学科优势，争取更多的教育管理部门支撑和社会、家

长的支持，为下一阶段区域整体推进工作营造实施背景。 

4.1.2 转变学习方式，提高综合素质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探究活动，在具体的情境和任务下完

成由“浅层体验“向“深层建构”的认知体系。探究内容面向自然环境、社会生

活、自我发展，虽然研究对象的不同造成探究方法选择的不同，但是都指向了学生

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发展学生探究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和责任担

当能力的同时，无形中影响着学生内在的认知体系，尤其是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的

转变对学生其他学科课程的学习和社会生活的能力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学校课程

实施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具有完全不同的课程形态，但二者在共有的

育人目标体系下相辅相成、共同发展：首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问题解决中需要

运用学科只是，巩固和强化学科课程的教学效果；其次，学科课程可以为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的开展搭建知识支架；最后，在特定情境下，整合学科课程和综合实践活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的个案研究 

20 

动课程。这不仅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转变，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也在不

断更新。 

4.1.3 发展教师专业素质，打造师资队伍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区域推进的过程中，着力提升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提高

教师开发课程资源，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实践活动的能力，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师

资队伍。在具体培养过程中，采用分级阶梯式培养的模式，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核心团队，进行师徒结对，同时在中研班不断加入骨干力量，对不同层次的教师提

出不同的发展要求，实行跟踪培养，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综合实践课程教师的素质。 

2014 年， X 区综合实践教师首次组织团队远赴西安参加全国第十二届综合实践年会，成绩

斐然，其中杜霞老师在年会说课大赛中荣获二等奖，其余十余位老师荣获论文及案例评选一、二、

三等奖项。此次参会也拉开了 X 区综合实践教师征战综合年会学习及比赛的序幕。2015 年第十

三届综合年会，我团队平静老师荣获说课二等奖，获得论文及案例评比奖项的老师人数骤增至

27 人次。更可喜的是由于 X 区综合教师团队的不断壮大，教师的综合实践活动指导能力和教研

水准的不断提高，在 2016 年、2017 年两届年会上 X 区共派七名教师参加现场说课大赛，均获一

等奖。 

在综合国赛的激励和推动下，团队教师在省、市、区各级各类综合学科大赛中也成绩斐然。

作为小学各学科中的新兴学科，从 2014 年至 2018 年短短四年中，X 区综合教学能手增加 8 人，

区教学标兵增加 4 人，市教学能手增加 4 人，市教学标兵增加 1 人，省教学能手增加 2 人，增长

速度可谓是迅猛。笔者自加入综合实践活动活动团队以来，借着区域推进的东风，学科课程资源

从校内拓展到全区甚至享受到更广的资源。 

4.1.4 推动区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常态化实施 

在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制度保障下，X 区建立了区域推进管理体制，为

区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化开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将学校课程开展情况纳入学

校综合质量评估体系，督导学校将课程课时进入课表，保证学校综合实践课程的开

展与实施，同时为教师成长及评优搭建平台，激励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区级教科研

中心为课程实施提供教学研究和业务培训管理，是课程区域推进有效实施的强大推

手，为课程常态化实施提供了师资支持。学校课程领导小组成立教研组，成为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前沿阵地，通过制定具体的课程管理制度来指导学校综合课程

的开展，实践区域的理念指导，将自身发展与区域整体推进相结合，既实现均衡发

展又保有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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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实践研究，X 区综合实践活动区域整体推进形成了一定的特征：第

一，课程全面落地开花。全区小学都按照国家规定将课程列入学校课表，从小学一

年级开始实施，全员参与全体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究性学习。第二，课程

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学校以区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规划为指导，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制定适合本校使用的课程计划，教师从没有课标指导变得有据可依，集体备

课整套教材的教学设计都可以在平台上资源共享，形体可供具体操作的教学模式和

教学策略。第三，制度落实，评价具体。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具体的评价标

准，学期末区教研室统一标准进行全面、多元考核，学校也制定的相应的课程管理

制度，对教师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提出明确的评价制度。第四，效果实在，实现课

程价值。每学期的大主题活动，由扶到放，再到各校的特色课程，一校一品，交流

研讨，资源共享，形成体系。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丰富学生亲身参与实践活动的体

验，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课程的教育教学功能。 

案例：X 区 2016 学年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质量分析（节选） 

各校综合实践教师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级设计不同的活动内容，形式多样，

注意过程性资料的搜集、实践过程中方法的指导、学生的全员参与、活动的过程性

评价。 

本次质量分析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阶段性评价样本情况及分析； 

2.学生活动过程的阶段性内容：期中实践活动小结简报。2 轨及以下的学校 3—

6 年级总共交两份学生活动总结的简报； 3 轨及以上的学校 3—6 年级每年级交两份

学生活动总结的简报。小结内容要求：设计与制作主题项目的确定、设计与制作方

案的内容、项目实施过程（作品的制作、活动的开展）、学生的参与状态、活动小

结（作品展示及活动收获）。 

3.各校将本学期各种主题活动的过程性图文资料上传至综合实践学科微信群，

作为考核内容之一，具体要求已下达至各校中研班成员。 

4.2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的问题探究 

虽然 X 区区域推进工作卓有成效，综合实践课程从薄弱学科进入常态化发展阶

段，学科影响凸显，区域各项管理措施和课程管理制度也逐步完善。但是仍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在下一阶段区域推进的过程中得到重视，思考对应策略。 

4.2.1 区域推进政策制定与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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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缺乏整合 

在区域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发挥起着关键作

用。在 X 区区域推进的过程中，教育局虽然制定到了相关的课程实施政策和考核制

度来推动全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但是仍然存在执行力度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如下方面：一方面，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政策的模糊。如，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教师工作量计算的标准缺失，教师参与各级各类比赛相较于其它学科存在名额较少

的情况等。另一方面，对课程执行情况的监督评价以下校检查和资料检查为主，从

未进行过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监控，导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走向如何并不清晰。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缺乏整合，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实施需要基于具体问题解

决的研究，需要教研部门的指导，而负责教师培训的工作又不归教研部门负责，大

部分培训部门负责教师的培训，却不参与研究，研训不能很好结合，导致教师反映

参加培训与实际教学问题相差甚远，收效甚微的情况时有发生。 

第二，学校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学校是区域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主体，在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的指导

下，各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开展课程。在对校长和教师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学校

在管理对课程的管理层面还需加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有的学校

没有及时建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相关保障制度，不能通过制度的重建，来促

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建设；其二，部分学校不能按照国家课程设置的规定课时安

排课时，综合实践活动课时被学科课程挤占现象严重；其三，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教

师的配备与安排不合理，如有的学校设立一名专职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教师负责全校

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有的将综合实践课程搭给班主任，有的将综合实践活动课安

排给教学能力较差或者怀孕等需要照顾的教师；其四，学校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

容、活动类型等方面缺乏整体规划，导致学生活动主题、活动类型单一片面，让学

生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实际的目标难以达成。 

某次校长访谈：  

笔者：您好，请问学校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的有什么方案和制度吗？ 

A 校校长：我们的课程是根据国家的课程制度进行安排的，每学期由学校的教

言作制定教学计划并交由教导处审核。 

笔者：您认为学校现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如何？ 

A 校校长：相比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每节课都能保证落实。虽然在课程的灵

活度、教育方式上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是我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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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认为在课程开展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A 校校长：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师资力量的配备。其实我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个

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学校和大多数学校一样，都只能依靠语数老师来兼任，老师

们的负担真的挺大的。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课程实施的效果肯定会削弱，还是呼吁

上级部门能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笔者：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推进中，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A 校校长：还是希望在师资方面给予支持。一方面是师资配备，另一方面是综

合实践教师的专业能力培养，不管是大学区的这种教研活动还是区里的教研，或者

一些学科比赛，最好能走出去，扩大老师们的视野。 

4.2.2 师资配备及教研培训的问题 

一方面，师资配备不合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因其活动内容的广泛性与实施的

复杂性，对教师提出极高的要求，但是各类院校并没有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来培养

专门化的教师，以致学校现有的综合实践教师多是传统学科教师出身，需要长时间

的摸索来建构学科知识体系，转变传统学科的教育教学方针和育人目标，更新教育

理念，这就为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更大的障碍是学校综合

实践活动教师极大多数是兼职，有的由语数老师、班主任兼任，有的由音美教师承

担教学任务，更有甚者，由一些临近退休、身体状况不佳或学科教学成绩较差的老

师承担，影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  

首先，综合实践活动教师队伍专兼职极不平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国家规

定，由小学一年级开始实施的必修课程，有丰富的教育内涵和先进的理念指导，然

而却缺乏可以参考的教材和照搬的经验。因此，进行师资队伍建设就成为区域推进

过程中必然关注的问题。通过调研发现，X 区 40 所小学共有教师 3400 多名，学生

38000 多名。综合学科的专职教师只有 3 名，兼职教师 60 名，和学生人数作对比，

综合学科教师队伍的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相比传统学科课程的师资力

量仍极为薄弱。 

其次，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师教学任务繁重。 前面说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教师队伍中兼职教师占了百分之就是以上的比例，这就必然使得教师必然要分很大

一部分精力去做主要学科教学的教研科研工作。在调查中发现，造成教师指导学生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时最主要的困难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师选择了没有时间和精

力这一选项。另一方面，因为兼任，所以教学重心发生偏移，但同样因此，方便了

教师压缩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来开展学科教学任务，提高语数等学科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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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访谈：  

笔者：您好，请问您接触综合实践课程有多久了？ 

受访教师：3 年了，从刚开始的迷茫到现在慢慢上手了。 

笔者：您是专职还是兼职呢？ 

受访教师：兼职，语文兼班主任然后再加综合，我们学校都是兼职的，有的兼

好几门呢 。 

笔者：挺辛苦的，那您对自己上这门课有什么感受呢？ 

受访教师：挺有意思的，感觉孩子们兴趣蛮大，自主、体验、探究，特别好的

学习方式，回过头来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有作用。但是有时候真的是精力跟不上，

没有办法带着学生体验所有的过程，感觉挺遗憾的。 

笔者：您认为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方面有困惑吗？ 

受访教师：其他方面大部分是从这个原因生发的，比如主题活动的准备阶段会

因为精力不足缩减，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有时候语文课内容太大，就不得

不占用一点综合课，毕竟有调考的可能，而且现在小升初竞争也挺大。 

笔者：您觉得在这门课的开展上老师们需要哪些帮助呢？ 

受访教师：最好是专职做吧，或者减轻其他工作的一些负担。如果可能，希望

能有机会去参加相关的学科培训，自己摸索太费劲了。 

笔者：好的，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 

受访教师：谢谢。 

另一方面，教师培训缺乏持续性。 

在 X 区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过程中，教师培训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效果更多体现在核心团队成员和固定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师

上，而对于部分学校而言，综合实践活动教师并不是固定的。众所周知，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对教师的要求极高，要有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能力，指导学生参与实践活

动的能力，既能准确把握学科内涵，具有专业的课程素养，又要具有较强的整合学

科知识的能力。这样全科类的教师队伍培养本身就难度极大，需要固定的教师进行

长时间的培训和实践经验积累。而教师队伍的流动性使得教师培训的影响很难在这

种老师身上保有持续化的影响，往往刚入门就停滞了，使得教师培训在具体的过程

中出现了随意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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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资源包利用不当 

在区域推进过程中，研究从学科教师的理念、学科素养入手，注重平时的教研

活动，以研促训、以研促推，骨干教师在学校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推动学校的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常态化实施。在集体备课的合力下编撰《山西地方教材-研究性学习》

的小学 3-6 年级的教学设计资源包，电子版全区通用，资源共享帮助教师少走弯

路。但是，又无疑带来另一种现象，教师懒于自己开发课程，而把教学设计的模板

拿来直接一课一课使用，像学科课程那样，虽然保证了课时和内容，但是缺乏课程

资源的开发，在下一阶段的研究当中调整方向。 

第一，教学环节生硬，缺少灵动。部分教师在操作过程中对于模式本身的认识

还不够充分。反映在教学中，教师心中无目标，对于每一环节的目标就更模糊了，

似乎教学模式成了一节课的标签。对模式教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环节操作僵

硬，逻辑不清，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单一的小组讨论，显得有些生硬。部分课堂合作

环节处理简单，选题不当，或过难，学生无法讨论，或过简单，教学效果打折扣。 

第二，板块限制，缺少张力。模式化教学虽然缩短了教师初始阶段对课程实施

方向把握的时间，让学生能较快进入教学实践阶段，减少了教师的备课时间，减轻

教师本身的压力和负担，但是长此以往，却逐渐体现出模式化、固化思维和探究性

学习主动性、参与性、创新性的不协调处，过强的步骤性限制了课程本身的开放性

特点，少了几分实践和体验的趣味，课堂教学环节照搬使得缺乏生成，张力不足，

难以达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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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区域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建议与思考 

当前综合课程的开展模式比较单一，区域推进以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为抓手，通

过制度管理和实践指导、师资培训来促进课程开展走向多元化，充分开发课程内

涵。基于对研究中的 X 区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推进工作的整理与思考，笔者

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实施提出以下建议。   

5.1 立足问题，进行顶层设计 

区域推进的实施和应用，并不是要消除课程的特性和个性，而是一定要注意在

实施过程中，实现地方学校的同步发展，关注综合实践活动的地方性原则，在统一

规划和指导下，在区域内实现共同发展。而课程开发上既要实现资源的共享，同时

也应该注重活动过程中生成的效果经验的补充，整体推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朝着健

康、完善的方向稳步前进。这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和改进区域推进，从问题出发，研

究和解决困难和弊端。 

5.1.1 注意区域整体推进中的一致性和特殊性  

自课改开始以后，许多地方的综合实践课程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为了学

生实践活动的指标和方向。在许多学校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和学生的差异，效

果也各不相同。总体来说，对于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良好的学习来说，课程实施的

效果显著，同样也有许多学校因条件限制，课程实施阻力较大，成效不显。区域内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均衡发展需要建立综合实践特色校，一些基地建设也提上了日

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除学校个性，真正的目的在于消除差异，共同发展。在

提倡共性的同时，实现各地各校间的个性发展。真正意义上落实综合实践课程的实

用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对课程内容和活动流程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指导，保障

课程的顺利进行。为课程和课程实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立足学校，面向社会

开展主题活动，实现特色。在课程资源的协助下，从区域层面推动课程的实施，使

每一个学校达到一定的水平，逐步缩小校间差距，在活动的动态发展中，实现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的均衡发展，提高整个区域的课程实施水平。 

5.1.2 建章立制，合理规划课程内容 

综合实践课程是在国家指导设置，地方组织开展的实用性课程，这就要求我们

把综合实践活动看作一门可发展和创新的课程，把综合实践活动推向以学生发展为

目标的角度上来，从学生的素质发展的高度去开设课程。课程的开发和开展也就面

临对于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设置也需要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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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教师的需求出发去设计和开发。通过课程实施指导意见的制定，课程实施过程

中的教师和学校的评价制度的完善，督促学校开展活动的指导方针，活动主题设置

的方向，从而形成方案和纲要。提高认识，把综合实践活动纳入学校整体的课程建

设角度来予以设计，一方面保障课程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另一方面围绕课程安排和

规划，完成活动调研，实验观察，项目设计，社会服务等学习活动，切实落实综合

课程的实施原则。 

5.1.3 推广典型，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综合实践课程需要在开展课程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书写内容，反思不

足，从而进行下一步工作的开始，从而实现课程的不断推进。而作为特色校、区域

教研室等典型综合课程基地，应该发挥模范作用，定期组织观摩课、现场会、案例

研讨等互动交流，分享和传递课程实施效果，将成果推广，充实课程内容。扩大课

题方向，走向社会，面向大众，将综合实践活动升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提升课程

的实用性，完善学生的体验和知识的应用。真正意义上实现走出活动主题，丰富内

涵；走出课堂，看得更远；走出学科，看得更宽。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广大师

生在借鉴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本校课程发展的模式。 

5.2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区域推进培养中坚力量 

英国现代课程论专家 L. 斯腾豪斯( Lawrence  Stenhouse)指出: “教师的发展

带来了课程的开发。”综合实践活动具有实践性和实用性，但是也同时必须具有所

有课程的共性，对教授课程的主体——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专业能力

决定了综合课程实施的具体成效，所以这就意味着需要有一支高素养、高技能、高

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 

5.2.1 组织教师教研 

教师的专业技能的提高，离不开教师队伍的活动，而在这些定期的教学活动

中，定期的教研是教师专业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而这就要求成立专门的综合课程

教研团队，以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为目标，开展一体化教研。教研组给出合理的建

议和改进的手段，同时帮助和指导区域中教师的授课计划。而具体的实施方式就

是，区教研室对教研内容和教研组织形式作统一的安排，合理安排活动时间，保障

教研质量的同时，兼顾到每个区域成员的工作安排。教研组的成员的选择，以一线

教师为依托，进一步选用综合实践课程的专业教师，便于开展专业活动。 

区域推进下的教研活动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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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时间安排要求教研组定期举行教学相关的活动，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但是固定的听评课活动是活动的基本保障，而对于表现优秀的教师应该有激励制

度，使得活动能够积极向上。 

其次，组织运行的方式，随着活动的举行，人员会不断的更新，这就要求我们

去发现和培养新的潜力成员，通过教研形式，让更多的教师脱颖而出，为区域中的

综合课程添加新的专业能力高的一线教师。 

5.2.2 组织教师培训 

教师培训是教育大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培训通常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

所有的师资培训都需要我们有一定流程和制度，去引领教师队伍。而本研究中的教

师队伍培训，需要以课程目标为依据，从而研究出符合课程发展需要的培训纲要，

对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做出合理的计划和安排。在课程方针的前提下，区域综合课

程教师培训，可以通过专题研讨、现场观摩、网络教研、主题课程等方式，将培训

研讨、参观考察、观摩听课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体的培训模式，架起理念与

实践之间沟通的桥梁。 

首先，通过专家指导，建构对课程的正确认识。 

区域推进的教研室力邀专家莅临指导，对综合实践课程教师进行针对性的专业

指导，通过新的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对组织内教师的的专业能力方面进行潜移默化

的影响。使得教师深入了解课程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明确课程发展的必要性，

以及对课程实施的方式方法的学习和应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传统课程相比较，

则更侧重于实践性的应用，课程绝不是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是在活动中确确实实的

发展和应用，这就要求在培训上给与教师更多的结合事实的案例研讨教学，在整合

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课程培训中，示范课的培训指导，对教师进行直接性的理念和

活动新模式的传递。 

其次，通过远程培训，与名师面对面交流。 

体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发展，而对于综合实践课程这一实践性

课程，更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将远程技术运用到教学中去。本研究中区域推进综合

实践课程，就运用了远程教师培训，鼓励教师利用网络、APP、互动工具等新型媒

介，去聆听、体验名师的教学魅力，同时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在线互动，与名师探讨

教学方法。 

最后，进行教师梯队式成长的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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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组织中的一线教师而言时间安排是最难实现的，因此为了不打扰正常的教

学秩序，教师培训，采取层层培训的方式，由学校选择骨干教师参加培训，随后再

开展校级培训，这样节省了教师参加培训的时间。骨干教师培训的同时也可以培养

新的教师团队，实现培训效果最大化。 

5.3 共享资源，防止将课程资源的开发窄化 

在过去的教学中，所有的课程都是有统一的教材和课标来指导实际课堂，这是

传统课程的特点，但是综合实践课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一门学科而言，并没有统一的

教材和课程标准，多数地方课程中多有综合实践课，这也就说明它的开展面临这地

方的局限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国家规定的必修课程，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真正的课堂教学的实施和开展，却是难上加难，面对这一现状，教学资源的问

题就有了浪费和制约。目前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要依赖地方和学校发挥能动

性，对课程资源进行自主开发，无法实现资源共享，也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

对于学科教师而言，无法抓重点，下目标，给授课过程带来了无与伦比的难度。   

可见，面对这一现状，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有了新的挑战，为了缓解这

种状况，使得可以充分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实现教学有据可依，教学目标合理化，

地方教材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将课程资源的共享与课程开发有机联系，通过资源包

的形式实现多地资源共享，合理安排教学资源包。 

在一定程度上，资源包解决了课程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是在课程实施深入推进

之后，它的弊端也就出现了，资源包的开发和编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综合实践课

程的开发原理，限制了课程的自主性和开放性，思维固化。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关注生成，没有课程资源的支持，有时综合实践课就是一种

社会活动，是联系知识与社会的桥梁。作为新型的课程，它不需要系统化的知识框

架，不需要学科教材，需要的就是具体的活动模式和流程，在活动中学生自己去生

成知识所得和经验总结。它更多的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从一个活动活动主题

到活动成果的展示，需要教师和学生不断地沟通交流。如果编写资源包，就将成为

固定的活动模式和活动主体，教学过程，这完全违背了综合实践课程的本意，无法

适应课程本身的要求。同时，以资源包介入为主的实践过程中，学生很难将自身需

求有效合理的放入到活动课程中去，在活动中一些有价值的体验和研究主题也无法

再次添加到资源包中，这也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因此，从区域推进层面讲，

资源开发并不是整合区域内优质资源，写进资源包，实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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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倡导研究性学习方式，鼓励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下开展真实的

任务，展开有意义的学习和体验，最终完成“浅层体验”向“深层建构”的认知体

系。在该课程开展的数十年间，其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促进作用和对创新发展式

人才的培养逐渐凸显了学科课程价值，让大家关注其发展。然后因为其本身具有的

复杂性、开放性特点，缺乏顶级设计指导，使得课程开展在获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

产生了不少问题，出现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和城乡差异。 

X 区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各校的不平衡现象，产生许

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开展了区域整体推进课程发展的工作。本论文利用个案研究的

方法，梳理 X 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区域推进实施的具体过程，总结其成功的经验，

发现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而提出建议与思考，希望为其它地区的区域推进

工作和相关课程研究人员提供借鉴和思考。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由常态实施走向规范化、健康化发展，单靠政策制度保障是

远远不够的，需要学校和教师自觉主动地在实践过程中主动探索课程实施的方法与

手段，同时，利用学科影响力和学科价值来获取社会、家长的支持。  

鉴于笔者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时间限制，对该课程区域推进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缺

陷：研究深度不够，缺少对课程实施过程中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究；访谈过程中没有

及时捕捉问题，可能导致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的流失。论文虽然已经撰写完毕，但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推进实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的研究却不能止步不前，

以后的实践和研究中将继续对此进行思考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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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校长访谈提纲：  

1.您校目前在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方面制定了什么样的方案和制度吗？ 

2.您认为学校在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碰到了哪些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是

什么？ 

3.对于提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的专业素养学校有哪些措施呢？ 

4.您认为目前上级领导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检查评估方式有助于学校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开展吗？  

5.您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展对于学生的学习有什么影响？ 

6.在区域推进的实施中，你认为学校处于什么位置呢？ 

7.您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推进实施以来，学校课程发生了哪些变化

呢？    8.您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教师访谈提纲： 

1. 您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对学生有哪些方面的益处？  

2. 您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实施的过程中最大困难是什么？  

3. 您认为目前上级领导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检查评估方式有助于学校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开展吗？  

4.您在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进行活动时有没有得到学生家长或社区领导的支持？  

5.您认为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其它课程的学习有什么影响？  

6.您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区域推进实施以来，您在教学方面获得了哪些提

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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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论文已经接近尾声，回顾入学时仿如昨天，三年的学生生涯留在了我记忆中，

此时感慨良多，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但是记忆中的欢声笑语和谆谆教诲却依然清晰。

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无法忘怀，同学老师的情谊永记心间。一时间有太多的不舍

与难忘，但是留别总是会来，相聚又不会很远。在这样的日子里，论文的完成更是

给了我无限的惆怅。 

三年的时间里要感谢的人太多，要想说的话更多。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郭芬云老师，感谢恩师这一直以来对我的耐心指导和关心，

不仅是我的研究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也帮助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感谢所有的同学和老师，你们的陪伴如家人般温暖了我的世界。这份情

谊我永不会忘。 

最后，感谢所有爱我的、关心我的家人、老师和朋友们，祝福大家一切顺利，

幸福快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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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赵祥瑜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忻州市 

个人简历： 

2008 年 9 月~2012 年 7 月：山西师范大学 

2012 年 9 月~至今：太原市杏花岭区锦绣苑小学任教 

联系方式：太原市杏花岭区柏杨树街北二巷 8 号锦绣苑小学 

电话：15934112093 

电子邮箱：106710037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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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

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

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

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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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

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

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