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一

1、学会计议论性的或包含议论性成份的文章，能从中明事理、
长辩才。

2、学会拟写讲演稿，并锻炼自已的演讲、发言能力。

3、通过辩论会，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

活动范例

一、读、写、说互动

本单元都是议论性或包含议论性成份的文章，讲述了几口才
极棒的人的`故事，读罢能使人明事理、长辩才。

邹忌、曹刿、唐且、晏子，都善于辞令。道理本来是抽象的，
但他们善于具体地陈诉利害得失，使对方易于接受。之所以
有这样的效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说得富有“理趣”。

举例：·······

本单元文章中，你最喜欢哪一篇？谁说得最有趣、最让人心
悦诚服？在小组中说给大家听听。

二、“庄子—惠子杯”最佳辩手大赛



“理趣”之渊源，可追溯到庄子下惠子的一场论辩。

小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道理都有反方向引申的可能。
“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有一道理的，“失败非成功之母”也
有一定的道理。愚公移山，就其毅力来说，是有道理的，就
其可行性来说，则不如把家搬到山外。一切论题目都是可以
分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向反面转化，人定胜天，慢工
出细活、熟能生巧、知足常乐、开卷有益等，莫不如此。

三、以“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为辩题，定一篇演讲稿。
再分成“正方”“反方”进行辩论，选出最佳辩手若干名，
授予“庄子——惠子杯”

提示：“庄子——惠子杯获奖参考标准：

1、对辩题理解较准确，注意到了“更”的念意。

2、观点鲜明，有理有据。

3、有新鲜、生动、有趣的事例。

4、能迅速抓住对方弱点，进行机智的反驳。

活动方法

1、阅读邹忌、邹忌、曹刿、唐且、晏子，都善于辞令的人的
文章，从中发现他们的“理趣”，并使读、写、说互动。

2、举行“庄子—惠子杯”最佳辩手大赛

以“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为辩题，定一篇演讲稿。并进
行辩论。

活动课时



三课时

活动内容

在班级内举行一场辩论会

1、从班内选出八名选手，四名为正方，四名为反方。

2、以“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为辩题，正方主题为“逆境
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反方主题为“逆境更不利于人的成
长”。

3、从正方反方中选项出最佳辩手两名，授予奖励。

六年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二

一、活动准备：

在一些地方，我们往往能见到糕点或水果上面插着小巧、精
致的小风车、小动物、小伞等，这就是食品的装饰插件，你
喜欢吗？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件。

准备彩色电光纸，两头尖的圆拄形竹签几根（长度约10厘
米），珠子两粒，剪刀、胶水、尺子、铅笔。

二、活动重点：制作食品装饰插件。

三、活动过程：

1、在竹签的一端涂上少许胶水，装上一粒珠子。（出示图1）

2、将长宽各为10厘米的彩色电光纸按图2（出示）对折，再
对折，剪成对称图案。

3、剪下图形的中心点，将竹签另一端插入。（演示）



4、在竹签上涂上胶水，然后将前后两片彩色电光纸粘贴紧在
竹签上，一个平面装饰插件便制作完成了。（演示）

5、仿图3（出示）试做各种形状的装饰插件。

6、你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制作出另一些生动别致的食品装
饰插件吗？

四、活动思考：

你能制作出图4（出示）的立体“小伞”吗？

课后反思：

“食品装饰插件”是生活中常见的小饰物，样子很精美、别
致，深受小朋友喜欢，让孩子们动手制作他们自己喜欢的东
西，就特别的感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向学生讲解、
演示制作的方法及步骤，激发学生动手的欲望，通过让学生
试做各种形状的装饰插件，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同
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最后让学生看图制作立体
“小伞”，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创造力的提高，我鼓励学
生进行大胆尝试，积极动脑、动手，碰到难制作的地方，可
相互交流一下方法，这样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感受到成功的
喜悦。

六年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三

1、学习过程中应注意有机渗透、适时培养小学生的信息素养，
提高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2、综合性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强调过程和体验，
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综合能力。

二课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六年的小学生活即将结束了。今天就
让我们一起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足迹吧。说说这六年来
让你记得最深的人、事、物。

同学们从原来刚进学校时的小毛孩，渐渐成长（板书：成长）
为一个优秀、懂事的少先队员，在这六年中经历了许许多多
的事，如果我们能把成长中的故事编写成一本册子，将来回
忆往事的时候拿出来翻翻，岂不妙哉！（板书：册）

今天我们的综合性学习课，就一起来制作我的成长册。（板
书）

2、学生提出建议（随机板书）如：“成长记录”、“我的照
片”、“我的爱好”、“优秀作业”、“作品展示”、“我
读过得好书”、“老师寄语”、“同学赠言”、“家长留
言”等。

3、同学们想的可真周到啊，老师发现同学们提出的建议都很
有价值，不过要把这么多千头万绪的内容都放进来，那我们
的成长册就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了，要是能把这些内容归归类，
选择有价值的内容，并为各个板块起个有意思的名称，那我
们的成长册就更精彩了。如：“成长的足迹”，“我有一双
灵巧的手”、“精彩瞬间”、“我真棒”等。

3、可以从自己的成长袋中搜集，也可以请家长帮忙搜集，有
些资料是由学校或老师保管的可以借来复印一下。

4、最好是搜集原始的资料，如一自己比较满意的习作，就可
以小心地从本里裁剪下来。老师的评语、个人的修改都要尽
可能地保持原来的样子。

5、但是有些原始资料时不好放进成长册的，如奖章、小制作、
书法绘画作品，怎么办？有的可以画出样子，有的可以复印，
当然最好是拍成照片，并在旁边写上一些简要的说明。



1、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自己动手做一个材料夹（也可以到文
具店里去买）。根据材料夹得大小，对选入的材料试着进行
摆放、排版。

2、一切准备就绪后，细心粘贴，并适当美化。每个栏目可以
加上自己喜欢的图案。如“成长的足迹”可以画上一串小小
的脚印。在“我有一双灵巧的手”的栏目上，画一双小手。
有条件的也可以用电脑来制作。

3、当然，不要忘了给你的成长册起一个美丽的名字，如“我
的儿童时代”、“小河才露尖尖角”、“阳光童年”、“绿
色童年”等。

4、还可以请老师或家长、同学为自己的成长册作“序”，也
可以自己写“序”。

1、向同学介绍你的成长册。

你们的成长册都作的非常好，但是能不能得到同学们的认同
呢？那就需要你们对自己的成长册加以介绍，想想该向别人
介绍哪些内容，又该怎么说呢？（介绍成长册的各板块的栏
目名及内容、、说说成长册的名称和具有的特色、讲讲自己
制作过程中的经历和趣闻等）

2、评一评

你认为哪些同学的成长册能凭优秀成长册，为什么？

同学们，你们的成长册制作的很好，介绍的更好，通过成长
册的制作，你们都有哪些收获？

这次综合性活动课你们有这么多的收获，愿意把它们写下来
吗？可以谢谢课堂精彩的瞬间，也可以写写自己制作成长册
的感悟。



六年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四

城里孩子一方面对金钱非常漠然，一角钱掉在地上，他们大
都置之不理、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族
待遇”又使他们对金钱强烈追求，花钱大手大脚，对父母的
劳动缺乏尊重。

出于对以上现象的思考，我们组织学生亲历“挣一元钱、说
一元钱、花一元钱”的过程，品味一元钱的价值，懂得“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惟艰”的道理，学
会尊重父母，形成正确的金钱观。

一、准备活动：

教师：

1、提出活动任务——独立赚取一元钱。

2、布置活动时间——星期六或星期日。

3、要求学生随时记录活动情况、心得体会或写日记，以便交
流。

4、准备摄像机并做好安全等工作。

学生：

1、自由搭配成组。

2、讨论赚取一元钱的途径。

3、给小组命名、明确组内人员分工。

4、创作小组口号、制作小组招牌。



5、讨论、确定活动地点和时间。

(学生经过自由搭配，共形成“笨小孩打工团”、“丑小丫排
档公司”、“破烂大王”等六个体验小组，以到大排挡、超
市打工，卖《扬子晚报》、捡破烂等形式来赚取这一元钱。
有的小组还创作了别致的口号。)

二、赚取一元钱(略)

三、讲述一元钱的故事

讲述故事之前，我播放了他们活动时的录像，学生立刻欢欣
雀跃起来，我开始进入主题：“大家现在坐在教室里，也许
有千言万语想向老师倾诉，如果我让你们用一两个字概括一
下心中的感受，应该是什么呢?”

学生经过讨论、权衡，在黑板上分别写
下“苦”、“累”、“尊严”等字词，然后开始争先恐后地
向我“诉苦”：

生2：我感受最深的是“尊严”。有一次，我问一位叔叔要报
纸吗?他没理我，我又问了一遍，他才抬起头白了我一眼。更
可气的是，一位叔叔一边翻看报纸一边说没有时间看。我只
卖了一次报纸，就有这样的遭遇，那些整天卖报纸的人呢?卖
报也是一种职业，卖报的人也需要尊重!”

(真实的也往往是最生动的，学生有了真实的体验，就不会没
话说。大家经历不同，但激荡在一起的，是他们相似的感想。
)

四、品味一元钱

讲述完各自的故事，我询问了孩子们的收获，开始引导学生
进行冷静的思索：“经过了这次活动，你觉得你们收获最大



的是什么，是那些钱吗?”

生1：我理解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意思。

生2：我对“社会”有了认识。在饭店我看到有些人吃饭非常
浪费，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而好多穷人却生活得很艰
难。

生3：我觉得我更应该好好学习。现在我们干的是粗活，将来
学习好了，就能做世界尖端事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生4：我觉得人的品质有差别，有的品行很好，有的品行很差。

生5：我觉得父母挣钱不容易，以前他们让我少花钱我总不听，
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惭愧。我想对我的妈妈说一声：“妈妈，
我爱您!”

他的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亲历“挣一元钱”之后，学生渐渐地冷静下来，他们的记忆
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开始把活动的思考引向纵深，这时正是进
行教育的绝好时机，也正是实现本次活动目标的关键点!)

五、花一元钱

为了“导之以行”，让学生的深刻想法得以践行，我们又组
织了一次活动——让学生把辛辛苦苦挣来的一元钱花掉。

学生都显得很舍不得，纷纷选择了比较有意义的方式：有的
买了学习用品，有的给蹬三轮车的妈妈买了副手套，有的愿
意把它捐给希望工程，也有的选择买幅装饰画作为永久的纪
念。



六年级综合实践活动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扮演医生、护士等角色，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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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扮演小患者角色，帮助学生养成在公共场所使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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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认识到每个人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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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小小医院应该做哪些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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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下面几种情况：

医护人员互相配合得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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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者小心回答着各种问题……

对于以上的各种表演情况，教师要给予充分肯定，因为这些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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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演非常好的组及时表扬和鼓励。

3、议一议。

针对学生表演的几种情况，引导他们进行分析、反思于交流，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医患之间的关系。

三、活动评价。

在评价时要特别关注学生的活动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
造性上。学生还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发表看法。

四、活动延伸。

在课下进行，学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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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