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环保教学设计及反
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环保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授课时间：2013年3月15日教案序号：6课型：新授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学生通过自主调查，了解老游戏，认识运动的
重要性。学会老游戏，梳理老游戏的玩法，能把它介绍给别
人。

2、技能目标：通过引导学生开展这个实践活动，学习制定活
动计划，提高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
交流能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3、情感目标：让学生感受父母童年的快乐，激发学生喜欢老
游戏、热爱生活的情感。

教学重点：老游戏的调查、探索、研究及创新活动。教学难
点：收集整理老游戏的规则。教学准备：收集整理老游戏的
规则。板书设计：

游戏小调查教学过程：

二、老游戏的分类

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学生对老游戏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了，



由于学生所选的范围比较广泛，引导学生对老游戏的问题进
行分类，确定子课题。

老游戏知多少。（游戏组）

玩具的话题。（玩具组）

老游戏的好处。（调查组）

老游戏消失的原因。（时代组）

三、介绍老游戏

家庭游戏组：我们组通过在家采访家长，搜集到了一些老友
戏的玩法。（本组成员分别介绍：老游戏跳房子、撞拐子、
挑冰棍棒、翻绳、抖空竹的玩法及录像）

科技信息组：

（1）我们组上网搜集到一些老游戏的图片。（展示图片）

（2）老游戏不仅好玩，还有一些朗朗上口的歌谣伴随呢，不
信？你听！玩游戏时的--------跳皮筋时的-------、拍手歌
时的------。

游戏再现组：我们组还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学了一些老游戏，
并把它编成了一个节目表演给大看节目的名字叫“老游戏再
现”。（学生表演打手背、踩影子、跳马、木头人、嘴巴手
指不一样）

四、玩老游戏

1、老游戏的好处。

2、新游戏与老游戏的区别。有认为新游戏好的，有认为老游



戏好的，咱们开个辩论会吧！（辩论过程）

五、改编老游戏

老师，社会在进步有些老游戏的内容不太符合当今社会了，
我建议：咱们改编老游戏，是同学们玩的更高兴、更健康、
更有意义。（学生改编老游戏）

六、教师总结：

优秀的游戏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智慧，它记载着历史的发展、
岁月的变迁。别让老游戏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失去它的光彩，
就让我们手拉起手一起来做老游戏的传递者吧，把他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教学反思：

在这个阶段里我大胆的放手，让学生自己开始活动，每个小
组根据各自的计划展开调查。他们在学校图书室和电子阅览
室搜集资料，在家对爷爷奶奶进行采访调查。通过展示作品、
节目串演、调查报告、论文及谈论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
形式，唤起学生对过程的回忆，这是一次自我回忆、内化的
过程。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环保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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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学生能够正确看待看电视的好与坏，学会自我选择。

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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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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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辩论话题：看电视有好处看电视有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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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下座位采访听课的教师，以寻求正确观点。

：科学收看（时间要恰当资料要选择）

学生交流

：策划自我喜欢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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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环保的人，说起来轻巧，做起来才难呢！这不，就有
一个省电的实例。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太阳火辣火辣的，恰如一个大火炉
烘烤着大地。在一条几乎没有人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男人
的身影。他，身穿一件短袖t恤衫，在一条黑色的西裤下，有
一双很旧的皮鞋。他的额头上沾满了豆大的汗珠。他慢慢地
走着，似乎在忍受着痛苦。终于到家了，他立刻把空调打开，



并且把气温调到了十度。这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个人就是
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我亲爱的爸爸。

妈妈见此情形，马上走过去对爸爸说：“你怎么把空调温度
开这么低，多费电啊！”“啊呀，没事的，不就是一点电费
嘛。”爸爸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不是钱的问题，开这
么低不但对身体非常有害，而且浪费电也是非常不环保
的！”我忙插嘴说：“开空调还会破坏臭氧层，加重温室效
应，等我长大的时候，地球上就会越来越热。”听了我跟妈
妈的劝告，爸爸惭愧地低下了头网，然后起身把空调关掉了，
拿起了蒲扇，我们一家都笑了。

我们都来做一个环保的人，让天空永远湛蓝，让绿色永远存
在我们的周围，让小鸟的叫声永远清脆、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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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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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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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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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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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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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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学生，正在逐步由儿童期迈向少年期。在这个时期，



广阔无边的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内心世界都等着他们去探索。
他们有着强烈的探究心，但因社会经历有限，再加上他们的
思维能力还有待加强，有部分学生来自农村，知识面窄，课
外阅读量小，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方法需要加以引导。

2、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包括心灵驿站、亲近自然、健康快车、社会频道、
制作天地五个栏目，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比较贴近，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了解一些性别差异的知识，体验
成长的快乐，培养积极进取的健康心理。并能掌握一些常见
病、小伤害的预防和临时处理方法。

2、让学生具备环保意识，知道环保应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引
导学生关注国际问题，关注地球，关注宇宙，形成对自然、
社会、自我的整体认识，发展对自然的关爱和对社会、对自
我的责任感。

3、通过访问、调查等实践活动，培养他们好奇、竞争、合作、
分享、关爱等良好的个性品质。

4、继续组织学生研究生活中的小科技问题，了解其中的基本
原理，获得亲身参与实践的积极体验和丰富经验，并进行小
发明、小创造，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形成主动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1、心灵驿站

(1)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了解并掌握与他人友好相处的方法，
开展争创“班级吉尼斯”活动。做到公正、互助、诚信、利
他。



(2)感受父母对我们的爱，学会与父母在情的沟通、爱的交融
中进一步增进感情，积极参加爱心天使活动。

2、亲近自然

(1)让学生知道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这里有与我们息息相
生的山川河流，也有我们的朋友——各种动植物，它们是人
类生存的基础、发展的源泉。

(2)认识、了解无土栽培技术，成立花卉无土栽培小组，进行
盆花的无土栽培实验。

(3)认识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制定一个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的
意见，互相监督实施。

3、健康快车

(1)让学生知道学会生存，生存必须健康。

(2)认识电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了解电力未来发展的方向，
正确使用家电。

(3)了解常见病、小伤害的预防和处理方法，学会一般的应急
处置本领。

4、社会频道

(1)让学生知道社会是个大舞台，是一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活教材。

(2)了解浪费的社会危害，减少和预防浪费，是我们每个公民
的职责。

5、制作天地



(1)让学生在观察与思考、创新与改进中去感受创作的艰辛。

(2)教给学生制作“热风轮”模型，探究神奇的光纤，并能进
行实验制作。

1、注意加强现场教学，师要认真备课，选好地点，通过运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操作示范，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教学内容，
并注意提供学生更多自己探索的机会。

2、认真上课，突出重点。

3、加强与社会和学生家长的联系，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
生到校外参观调查，既开阔学生视野，又在活动中培养实践
能力。

4、对学生的劳动成果及时反馈，表扬先进，激励后进。

5、采取集中课时和分散课时，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方式安排
综合实践活动。

6、培养学生的特长。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