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学反思语文实践活动心得体会 综
合实践活动教学反思(优秀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
如何写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教学反思语文实践活动心得体会篇一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生成性很强
的课程，要实现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价值，就必须提高课程
实施的有效性，克服活动“表层化”的局限，增强教师指导
的规范性。

为了保证主题活动的完整和连续，落实教师课堂的有效指导，
经过对教材认真分析，我对教材进行了二度开发，把活动主
题分为“激发兴趣确定活动主题活动方式——学生自主实
践——阶段汇报、梳理困惑——整理资料制作资料卡——评
价总结——拓展延伸发明生活学习的小窍门”六个阶段。引
导学生围绕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运用多种方法、分析资料，
展开实验观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摸索其中的
窍门。

通过师生比赛剥枇杷，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细心观察，
探索剥得快的窍门，从而，激发探究欲望，然后，启发学生
提出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现实
需要，从这些问题出发，师生共同协商，归纳、概括，确定
活动主题，体现了综合实践活动突出学生主体、面向学生完
整生活领域的核心理念。

课堂中现场设置生活中的难题“标签的烦恼”，让学生经历
在生活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方式——动手验



证——得出结论”的过程，感受问题解决的意义；在此基础
上，指导学生在同一条件下的对比实验，最后得出最佳的方
法——小窍门。实验中学生观察、发现、猜测、求证，最后
自己解决问题，快乐地发现，快乐地收获快乐地体验。

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特点强调活动与活动之间应呈现渐进性、
体现层次性，在活动中贯穿过程与方法的引导。在第三个阶
段的汇报交流中我主要引导学生畅谈自已在生活中遇到的难
题，又是以及如何寻找解决方法的。目的在于检验学生运用
知识的能力，了解学生能否学以致用，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
学生还学会了分享他人的成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四
个阶段整理资料是本次活动的指导重点，根据本班学生的薄
弱环节做好重点引导，每一次活动，至少都应该教给学生一
种能掌握的技能，学会整理资料就是学生在这次活动中应该
能能掌握的能力。这一点，从学生制作的资料卡就可以体现
出来。最后在总结交流阶段，学生畅谈自己的收获，不仅懂
得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窍门，还学会了很多学习方法。表示今
后还会继续探寻生活中的小窍门，使自己成为生活中的小能
手。

纵观活动过程，学生的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等能力得到不同
程度的提高，预设的活动目标基本达成。

1、在进行“巧除标签“活动时，学生再一次对“用吹风机”、
“用酒精”、“用风油精”进行对比实验后，教师应及时指
导学生进行总结，引导学生树立一种意识：任何方法受条件
制约的意识，懂得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方法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比如在野外，没有电源时，用吹风机是行不通的。
知道任何窍门都需要不断优化和改进。

2、评价语言较贫乏，评价不够多元化。

3、在短短的40分钟内，难以把活动的全过程详细呈现出来，
为了体现整个活动过程的完整性，只能结合本班学生的知识



薄弱环节、教材的探究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有所侧重地
重点呈现方法指导、以及不同阶段的活动过程概况。对于第
二活动专题来不及呈现表示遗憾。

教学反思语文实践活动心得体会篇二

“，以后我一定要好好整理家里的，变废为宝！”

“老师，以后我一定不会乱扔垃圾，一定要把垃圾分类，充
分利用！”

……

下课以后，同学们兴冲冲地跑到讲台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
着，看着的笑脸，看着他们的那种热情，我由衷地笑了，看
来这次课已经到达我所期望的成效，让他们收获不少，这课
的不仅让他们学到了知识，也锻炼和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告诉他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得从小做起，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从身边的垃圾做起。本课的亮点在于设计了四个活
动：

活动一“家庭垃圾调查”，

活动二“垃圾分类”，

活动三“分离可回收垃圾”，

活动四“制造再生纸”。

以变废为宝为主线，通过变废为宝从而达到保护环境，使地
球水秀山清的目的，心灵手巧则是对的总体评价。也许课仍
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瑕疵，但我的总体教学目标已经达成，
学生通过动手能力，知道了垃圾如何分类和垃圾的危害，这
将成为他们日后进行环保行动的指路明灯。



本课的另两个亮点则是学生自主探究的活动过程和课堂上合
作制成的精美。以下将细细道来：

“变废为宝”这一主题活动在我班上已开展了一段时间，在
活动过程中，学生表现积极，参与热情高涨。学生从废旧物
对环境的影响、对废旧物的处理、对废旧物的利用三个方面
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保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高。在活动
一的家庭垃圾调查中，虽然是学生开展的调查活动，但要鼓
励学生与家人一起参与。这样做不但让学生通过活动进行学
习，还可以引起家庭成员对自觉保护环境的注意。

在活动二、三中，小组合作的方式，小组分工合作，由组长
分配任务，安排、调控组员各司其职、互相合作。在活动过
程中，充分发挥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学习的特点，自己
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自行收集材料，自己进行一定程度的
研究，从而获得许多关于“变废为宝”的知识。

在活动四中，制造再生纸，培养了学生的开拓创新能力，他
们的作品不仅美观精致，而且很有意义，我想只要引导学生
多观察，多学习他人的，他们的作品会更加的完美。

这节课给学生提供了表现的机会，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学习的
过程，不仅学到了知识，还锻炼了他们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
力，课堂上积极地展示和自我表现构成了课堂活跃热烈的气
氛。学生能够观察，有发现，能动手操作有收获，能够动脑
有所挖掘，各项能力得到了培养，还使学生知道了环保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明白了“变废为宝”的巨大作用，也知道了
爱护环境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教学反思语文实践活动心得体会篇三

反思之一：课程价值的追求与现实取向的偏移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实施价值在于弥补单一学科课程的不足，通过它全新
的教学方式的辐射，带动学科课程实现教学方式的转变，克



服传统教育的弊端。因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成为本次课程
改革的重点。然而，学校和教师在实施该课程时的价值取向
却发生了根本的偏移。一是某些学校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导致
课程实施中出现许多不规范的操作行为。如以开设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作为提升学校品牌为惟一价值追求，当有上级检查
时开出一些课来做样子;二是在经济体制转换的复杂环境中，
部分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向利己主义偏移，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
决定对工作的取舍和投入精力的程度。调查发现，有大部分
教师在课程伊始便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逐渐失去了热情。因
为在综合实践活动实施过程中复杂、琐碎的指导工作和相当
广泛的指导空间要求教师投入更多精力，而经济收入却不如
中考考试科目。

反思之二：课程执行的难度与教师素质的薄弱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中教师的指导作用具体体现在：教师要设计整体的活动
方案，在活动方案中要对学习内容、目标要求、组织方式和
时间分配等做出安排;在组织实施活动课程过程中要向学生提
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条件;这门课程的特点又决定了没有现成
的适合所有学校和班级的教材和传统意义上的教案。因此，
该课程的实施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但是，追溯教
师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和毕业后作为教师所受到指导的过程，
主要是在分科教学的环境中，受学科教材、教法的影响发展
起来的。多年来所受到的影响以及所从事的教学活动，使他
们更适应传统的学科教学形式。在完成教育转型的过程中，
教师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观念上的滞后，
对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意义和目的不明，对其本质不了
解。一些教师认为让学生玩玩、说说、动手制作即为活动课。
在活动中学生、教师的地位、任务不清，教师不知道使用什
么方法指导学生去活动，离不开教材的束缚，摆脱不
开“教”的方式，在头脑中缺乏学生自主活动的概念，面对
如何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往往是束手无策。对于学生的
评价方式的改变更是受简单的分数评价的影响，教师更是感
到不知所措，有的学校甚至干脆忽略评价这一环节。



调整措施：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偏差与不足，
应作以下调整。

1.教育行政职能机构应建立专门的部门对活动实施进行专门
管理，加大督导力度，坚决纠正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2.综合实践活动教研室也应有专人负责(因为其它学科课程都
有专门的教研人员)。这样便于经常开展常规教研活动，组织
教师撰写经验论文、分析活动方案、编制活动案例，提高自
身认识，组织教师相互交流，传播先进做法和经验，给一线
教师多创造锻炼机会。另外，要集中市、区教研力量对教师
在掌握活动课基本规律、活动方式、指导方法、评价措施和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处理方法等方面，进行操作层面的指
导。

3.学校要建立相应的组织(因其它课程领域均有“科组”负
责)，并形成倾斜的管理评价机制，营造课程改革的氛围，把
学校建设成为培养创新人才和传播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

4.大学或师范学院应进一步增强对教师研究专业性问题的支
持。专家、学者要为教师进行理论层面的辅导，包括国内外
教育形势与知识经济的需要，现代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的实
施，课程体系的发展、沿革等内容。

5.地方政府要形成配套的教育政策和氛围，以拓展实践活动
基地。

教学反思语文实践活动心得体会篇四

首先，要选取贴近生活的课题，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

小学综合实践课强调有意义的.学习，注重知识的获取和技能
的掌握与情感教育相结合，陶冶情操，培养兴趣。因此，学
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来源于学生生活实践经验，以日常生活中



的问题选取学习课题，建立与生活目的的联系，使学生产生
情趣，这是维系学习的原动力。因此，选取学习课题时，就
应当使课程和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相关联，缩小与学生的
距离，为学生的知行统一搭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得以沟通。

其次，要注重生活时空的多元，实现学生乐学的需要。

小学综合实践课要回归生活和社会，我们不能将学生圈于学
校，而要以学生的活动和交往为线路，构建学校、家庭、社
会三维的活动网络，全面实施教育。引领学生走出校门，走
进社会，在家庭、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用自己的眼睛
观察生活，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去研究生
活。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主从身边熟悉的事物入
手，留心观察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体会社会进步与发展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通过简单的观察、调查锻炼
和提高调查、探究及搜集资料的能力，学会讨论与合作。从
而让学生们在自主学习中了解到了通信及交通的发展与人们
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最后，要发挥时间上的近距离效应，实施学生生活中的教学。

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要使学生充
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生活
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教育应该在种种生活中进行。学生
应该在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实践和创造。因此，理论联系实
际是小学综合实践课的最大特点，当今世界的社会现象千变
万化，学生生活在充满各种信息的社会里，适当引入一些社
会热点问题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目标的有效达成。

教学反思语文实践活动心得体会篇五

初一学生“小”，而综合实践活动课却是个“大”课。综合
实践课，他们的能力行吗？学校的条件行吗？这个问题曾经



一直困扰着我。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的讨论表明，以
前我的理解太狭隘了。综实课无所谓大小，关键是要找到适
合实际、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路子，意识是培养出来的，能
力是锻炼出来的。要对自己的学生有信心！

综合实践活动不能“教”，但综合实践活动课却离不开必要的
“教”。这后一个 “教” 就是指导。尤其是课程刚启动，
学生处于一种不知所然的状况，一上来就放由学生所谓“自
主选题”，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经过实践的摸索，我们确
定了主题，综合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的具体指导，制订计划，
学会合作，均需要教师的点拨，甚至是训练。要“放”就必
须先“扶”，否则学生无所适从。但老是“扶”而不
敢“放”，学生永远学不会自己走路。更多的要让学生参与
实践，现在的中学生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应在该放手的`时
候就放手。

综合实践活动，要求教师要有新的师生观、新的教学观。而
以前自己以教学主宰者自居惯了却浑然不觉，依赖讲授法多
了却秉性难移。课程实验刚开始，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老用讲
授法，介绍什么是“综合实践活动”，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这时，我才发觉：不对劲！活动课不能这么上！活动活动，
必须让学生动起来，在活动中发展，在活动中受益，在活动
中体验成长，在活动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因此，旧
的单一的讲授法必须淡去，必须采用新的“活动教育法”
来“活动育人”。

综合实践活动的指导，决不是一个教师就能全部包下的。因
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综实课是集体课！只有教师间的
集体协作才能高质量地教好综合实践活动课。现在，我们应
该齐心协力，一起学习，一起探讨。

在摸索实践教学中，我意识到了这门课程与其它学科的完美
结合。它能和美术、社会、品德与生活、语文、数学、音乐
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形成有特色的综合实践活动课，我也将会



在其中品尝喜悦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