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 四年级综合实践教案
(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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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篇一

教学目标：

1、了解一次性物品对保护环境的影响。

2、搜集和整理资料；学习处理调查数据。

活动重点和难点：搜集和整理资料；学习处理调查数据

活动设计：

一、导入课题

1、讲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被眼前出现的一幕幕情景所震惊：
公路沿线两旁满地被丢弃的盒盒袋袋、瓶瓶罐罐，一眼望不
到边际；隆冬季节，光秃的树枝上挂满白色的塑料袋和塑料
薄膜，被狂风吹得飘飘扬扬，哗哗作响，如同招魂的白幡，
而在车站，码头或是闹市街头，扔在地上的一次性塑料饭盒
令人触目惊心。春季的郊外在才发有新绿的庄稼地里，星罗
棋布地撒满了白色地膜和废弃塑料袋，使踏青的人们多了一
份无奈而少去了春日踏青的情趣。所有这一幕幕的情景预示着
“白色污染”已悄然来临，同时也唤起人们对“白色污染”



的防治意识。

二、学习新课：

1、动员准备阶段

（1）、看报道，初步感知什么是“白色污染”及其危害

在确定课题之后，一些学生对主题的实践研究已经有了必须
的构想，然而要想让学生在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围绕关键问题
有效地展开研究，还务必让他们对自己所研究课题的范畴有
必须的认识。于是，我让孩子看了一则报道：

“白色污染”对人类的伤害究竟有多大？所谓“白色污染”，
是人们对塑料垃圾引起环境污染的一种形象称谓。它是指用
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化合物制成的各类生
活塑料制品被使用后所弃置的固体废物。由于随意乱丢乱扔，
并且难于降解处理，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据报道，非降解塑料制品在生产、使用、回收等环节都存在
严重问题，首先，一些发泡性塑料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发泡剂，破坏大气臭氧层，有的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有
些人用这种塑料制品盛装食物，有的商家甚至把做好的热饭
倒入塑料袋让消费者带走食用，而当温度到达65℃以上时，
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就会渗入食品中，对人的肝脏、肾脏、
中枢神经等造成损害。如果在使用后随意丢弃，还会造成严
重环境污染，入土掩埋很难降解，有的甚至在土壤中会存
在100年以上，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持久性的污染。

2、收置收集资料：

搜集的资料资料：

（1）什么是“白色污染”？



（2）搜集、查找关于“白色污染”危害的资料；

（3）查找有关治理“白色污染”的方法；

提出要求：同学们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要透过自己的整理有
效的把资料呈现出来，以供大家查阅。

3、时间安排：课余时间和周六、周日。

4、教给获取资料的方法。合理分工，搜集资料；把学生分成
若干小组，分别到图书馆、书店、访问调查以及上网查找、
搜集资料。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篇二

4、在实际动手操作的过程中，认识到废品处理的.方法及重
要性。

5、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保护环境，保护地球。

旧报纸、冰棍棍、树叶、易拉罐、塑料瓶、药盒、废布、乒
乓球等（学生可以组为单位带来材料）

（组内讨论，自己思考）

学们的手真巧，原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变废为宝。

请大家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上要求大家保护环境的话语，把它
送给同学。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篇三

------制作手抄报教案



张向梅

本课是为了使学生学习和了解掌握版面设计的基本方法而设
置的。目的是初步培养学生的组织版面潜力。作业是学生设
计一期有关低碳生活的手抄报。

教学目标：

1、学习办手抄报，用手抄报的形式练习排版，组织资料，设
计图案。

2、在上学期美术字、报头、尾花等知识的基础上设计手抄报，
在设计制作中锻炼学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

3、结合小报主题，培养学生强烈的环保意识。

教学重点：认识报头对手抄报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学习独立构思、设计手抄报版面。

教学具准备：各种小报、课本、范图

探究过程：

第一课时

一、组织教学：

检查学生用具准备状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从课本图例结合学生观看学校与班级手抄报的感受，议论手
抄报的宣传作用和设计的重要性。

二、讲授新课：



1、欣赏中学生的手抄报设计作品，分析手抄报版面资料归纳
出有：报头、文章、标题、图案、色彩。

2、版面设计形式：注重活泼均衡。

3、版面设计方法：

（1）手抄报四周留出边框。

（2）报头放在显着地位。

（3）划分文章在版面的位置。按文章篇数之多少把版面分成
若干块，能够穿插，块与块之间要留有距离。

（4）文字的行距要分明。

（5）版面装饰要适当，除报头画外，根据需要可用题花、插
图、补白的形式做装饰，但不要过分复杂。

（6）标题竖写或横写均可，并可根据需要将文章进行横排或
竖排，注意“多样与统一”的关系。

（7）设计要精心，制作要细致。

三、作业要求：

2、先用小纸片多设计几个方案，挑选出设计较好的一幅放大
在画纸上。

四、学生练习：

作手抄报版面设计稿，教师指导。

第二课时



一、组织教学：

检查学生用具准备状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从手抄报版面设计讲评

二、导入新课：

讲述手抄报报头设计、书写标题、版面装饰和色彩的知识。

1、指定一名学生复述报头设计的知识。（报头设计要注意图
形、刊名两者之间的统一，设计时要一齐思考，色彩要鲜明，
要贴合墙报主题。）

2、书写标题：文章标题用方块表示，重要文章的标题字要大
些，它的大小，决定于文章所占位置的面积大小。文章中的
文字用横线表示，要疏密恰当，相互平行，间距均匀，首尾
整齐。

3、版面装饰：重要的文章标题可加上题花，文章末尾如有空
白，可作补白装饰，形式要生动活泼大方，切莫滥用。

4、色彩要鲜明，节日多用热色，再用一点冷色丰富版面色彩，
使之更生色。

三、作业步骤：

1、整理放大稿。

2、画报头若设计有底色的墙报要先上底色。

3、按文章块面的大小画平行、均匀排列的线条表示其资料，
并留出标题、插图、题花的位置。

4、按标题字数用方格表示，并涂上颜色。



5、画上插图、题花等装饰，使之整齐美观。

四、学生作业，教师指导：

提醒学生注意用两点一线的方法画直线，启发学生耐心细致
地工作。

板书设计：

制作手抄报

1、整理放大稿。

2、涂上底色。

3、设计版面。

4、画上插图、题花。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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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篇五

----综合实践活动开题课教学设计

一、开题课目标：

1、了解春季有哪些流行病，这些病对我们有哪些影响

2、进行小组分工

3、小组内制定研究主题和计划

二、开题课重点

进行小组分工，锻炼学生口才，培养孩子的自信。

一、课题导入

（一）导语

万物复苏，春意盎然。春天是一年最完美的季节，但是春季
也是一些传染病的高发阶段。这些疾病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
使我们无法正常学习生活，那么我们就应怎样预防这些疾病
呢？这次综合实践活动课我们就一齐来研究这个主题。

（二）了解春季常见传染病

1、春季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流行于春季的常见传染病有以下几种：流行性感冒、麻疹、
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水痘、流脑等。



2、你能说出几种预防措施吗？

二、小组分工

1、学生自由结组，选出组长（能够让学生在组内透过演讲竞
选产生组长），小组内进行分工。

2、小组内讨论，制定研究方向。小组可分为连环画组、采访
组、问卷调查组、文艺组、创新组、常识组等。

3、讨论出自己小组的个性化组名。

三、填写计划表

1、在小组内讨论制定研究计划。

2、组长填写计划表。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篇六

1、通过学习让学生认识到危险的行为是导致意外受伤的原因

2、初步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

教材分析

重点正确认识导致意外受伤的危险的行为

课前准备：课文图片的投影片

教学过程一、导入：

同学们，我们每天在校园里学习、活动，不知大家有没有发
现，一些在我们看起来很普通的活动，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
威胁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二、新课：

1、出示课文插图的投影，

请同学们讨论：(1)这些属于什么行为?(2)可能会导致什么后
果?

2、分组讨论，指名汇报。

3、同学们在校园内还有哪些不安全的行为呢?

4、讨论：如果你发现这些行为，你会怎么做呢?你想对这些
同学提出什么建议呢?

5、归纳总结。

三、板书设计：3、意外受伤的原因

一年级下综合实践课篇七

教学目标：

1、加强对搜集资料的认识，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的良好习惯；

2、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图书馆、互联网等搜集资料的方法；

3、提高学生口头交际表达潜力和写作潜力。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我们常常透过查阅相关资料寻找需要的



信息和答案。所以，查阅、整理资料是综合实践活动最常用、
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下面是明明搜索生活中的小窍门的案例，让我们和明明一齐
行动吧！

二、搜索生活中的小窍门

1、兴趣话题：近几天，明明新买了一支钢笔，但它经常不出
水。之后同学对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把钢笔反复
吸入肥皂水，然后用清水洗净，钢笔就好用了。”果然，回
家一试，结果还真灵验。同学们，你们也对它产生极大的兴
趣吗？那就让我们开展一次“生活小窍门，快乐大搜索”综
合实践活动。

2、同学们准备了解哪方面的小窍门呢？

3、小组讨论：

生活中的小窍门可多了，我们就应分头去查找。

我想了解清洁的小窍门。

我想了解日用品妙用的小窍门。

我想了解废品利用的小窍门……

4、汇报：经过讨论，我们小组决定查找（节能）方面的小窍
门。

明确目标：查找资料，首先要根据自己研究的问题，确定需
要哪些资料。

三、我们在行动



1、确定查找资料的途径

从哪里能找到自己需要的这些小窍门呢？大家集思广义，把
能够带给信息的渠道进行了分类。

确定查找资料的途径：在查找资料时，能够多选取几种途径
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这样获取的资料会更全面。

知情人士老师、朋友、家长、专家……

相关单位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团体……

印刷品图书、报纸……

电子信息互联网、广播、电视……

2、你还明白哪些获取资料的途径？

四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