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感悟(大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
优质的心得感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
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感悟篇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
意见》以及我省的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工作的领导与管理，现就加强我校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目的和原则

（一）使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关注社会，树立为他人
和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
学生适应环境、学会交往、承受挫折等综合能力；促进学生
认知和行为的统一，提高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坚持科学性、实践
性和创新性的原则。

（三）坚持主体性原则：学生是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
在实践活动中应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主动
探索、研究实际问题的兴趣，为学生自主发展提供广阔的空
间、充足的时间和必备的条件。

（四）坚持指导性原则：教师应教给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基
本技能，引导学生把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帮助学
生正确分析实践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启发学生在实践中探索、



鉴别、研究和发展。在实践活动中教师应对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心理教育和法制教育。

（五）坚持时代性原则：实践活动的内容要贴近学生生活，
关注社会热点，把握时代脉搏，突出人文、科技、国防、环
保等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六）坚持安全性原则：保证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安全，
是全社会的责任。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要
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指定专人负责。教师和家长（监
护人）要教给学生自我保护方法，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实践基地和单位在保证设施安全的基础上，
向学生讲清与实践内容相关的操作程序，安全制度，培养学
生安全生产和操作的意识。学生在实际活动中出现的安全问
题，按教育部颁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相关精神
解决处理。

（七）从实际出发，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志愿者服
务和生产劳动等为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努力应用书
本知识为农村和农业服务。

二、多渠道建立各种社会实践场所

（一）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发各种资源，为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条件。要主动与学校所在地的工
厂、农村、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取得联系，通过多种形式，建
立一个相对固定，便于学生开展活动的社会实践联系点。

（二）要统筹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
管理规范的学生社会实践场所，并调整部分资金用于社会实
践场所的建设和维护。

（三）应根据实际情况，利用学校布局调整中调出的空地、
校舍以及农村劳动实践基地的扩建改造，建立具有一定规模



便于学生集中开展综合性活动的社会实践基地。在建设社会
实践基地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学生德育教育基地的作用。

三、加强领导和管理

（一）做好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工作，要把学生的社会
实践活动作为必修内容列入教育教学计划，切实予以保障。
学校要建立健全学生社会实践管理机构，并指定专人负责。
政教处、教导处、总务处要各负其责，政教处重点抓学生社
会实践的具体组织和指导，并会同教导处进行社会实践时间
的统计和成绩的考核；教导处重点抓课时安排、时间保证和
社会实践成绩的考核管理；总务处重点做好社会实践活动基
地、单位的联系及其他条件保障。建立学生社会实践记载制
度。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列入每个学期学业成绩考核项
目。社会实践活动时间，一般每学年不少于14天。学生的社
会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查（含参观访问）、公益劳动、国防
教育、社区服务、科技文体活动等，以社区和基地为实践阵
地；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切实保障师生的安全。

（二）加强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队伍建设。要选派政治素
质好、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教师从事学生社会实践的组
织指导工作。学校要将其计入教师工作量，在职称评定、福
利待遇等方面应享受与其他教师的同等待遇。要举办指导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骨干教师培训班，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

中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感悟篇二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掌握较好的读书方法，是人生发展的
源泉！我校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正确面对丰富多彩的阅读世
界，为丰富学生的精神，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提高学
生的人生品位，提高学生阅读效益。让孩子们的身心得以健
康成长。从学期初开始，课外阅读活动在我校，轰轰烈烈地
开展起来，自活动开展以来，我校学生品读课外读物已蔚然



成风。我们结合区镇的精神，立足于本校实际，开展课外阅
读活动，如今，我校课外阅读活动开展将近一外学期了，现
将本校课外阅读工作总结如下：

1、依据不同阶段学生的不同认知结构与心理特点；分年级制
定课外阅读目标，一二年级重在了解故事情节，受到思想教
育；三四年级重在积累妙词佳句，并学以致用，五六年级中
在理解领悟。结合本校语文特色作业，一二年级写日记，三
四年写读书笔记（心得），高年级写读后感，让学生学以致
用。

2、根据顺德区小学分级阅读参考书目的精神，对图书室进行
科学分类，为底、中、高年级推荐应读书和可读书。

3、学校建立班级图书角，和好书交换站，为学生阅读提供资
源不尽的素材。班级图书角由教师每周到图书室借阅一次，
使学生人手一册；好书交换站由学生自备书，学生之间开
展“好书换换看”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4、改进课程计划，让学生有读书的时间。

要想让学生参与到读书活动中来，必须有时间上的保证。为
此们学校专门规定课外阅读时间安排在午休，每周周末，和
有时雨天的大课间时间；并提昌每个班级每周抽出一节课的
时间做为课外阅读课时间，在这一节课上教师可以与学生一
起阅读，也可以进行学生间的读书交流，还可以对学生的读
书进行指导。总之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节课外阅读课时间，让
学生充分地阅读，与人类的精神大师对话。

5、强化阅读指导。

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也为了给广教师提供一个指导学
生阅读的平台，我们组织教师围绕怎样开展课外阅读进行交
流、讨论，互相学习，推进活动的深入开展。学期中举行了



一次班级读书演讲比赛、11月份"我爱我的祖国"读书征文活
动和“如何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经验交流活动。让教
师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学生的阅读，激发他们的阅读热情。

中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感悟篇三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
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庸庸碌碌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
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
放全人类而斗争!”人们很难想到这是一个盲人说的，这个盲
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保尔·柯察金出生在俄国一个贫穷人家，曾做过备受欺凌的
店员，偷过德军中尉的手枪，为救革命者而坐牢。后来加入
了布尔什维克，三十多岁时，因枪伤和疾病的折磨，使他双
目失明，但他不放弃生活，仍在家写小说，最后小说出版，
保尔的故事就被众人所知。

保尔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惊人毅力，是因为他有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以及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在他短暂的一生中，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国家。我们作为独生子女，生
长在这幸福美好的环境之中，虽不曾尝过旧社会的辛酸苦难，
也不曾像老一辈一样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即使我们是家长的
掌上明珠，我们更应该学习保尔那钢铁般的毅力和坚忍不拔
的精神。

我认为，我们要像保尔那样勇敢坚强，不怕困难，就应当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一个人活着不应只有个人名利，更不是贪
图享乐，或潦倒一生、碌碌无为。小说中保尔·柯察金的英
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执着于信念和坚忍不拔的崇高人格
早已超过国界，它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使许多人看
到了新生。人活着就是要磨炼自己的意志，在困难条件下为
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



止生命时，也还能以你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

中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感悟篇四

是什么让一个无辜的少年变成一个有责任的人?是什么让一个
普通的人身体累垮了还不忘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让他不顾自己
帮助别人?是什么让他支撑自己那么瘦弱的身体?是正义。那
这个人又是谁?发生了什么?欢迎走进《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的世界。

这本书描写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代革命青年，在布尔什
维克党员带领下与国内外敌人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故事作
者名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故事中刻画的战士形象的原型
正是作者本人，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中的情节都是作者亲身经
历，所以大家读起来真挚感人，真实可信。不过，作者并没
有拘泥于现实生活，他对笔下的人物、事件做了艺术加工、
典型化处理，令小说更具有感染力。

主人公保尔被学校开除，在工厂上班，后来保尔生命中一个
重要人物“朱赫来”带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道路无比艰
难，保尔的好朋友谢廖莎为革命牺牲了，保尔经过几次战斗
浑身是伤，走了几遭鬼门关。但是，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在病魔面前从不屈服!几经伤痛与疾病的折磨，保尔全身瘫痪、
双目失明，他开始创作小说，继续为革命做贡献。

我的内心被保尔深深触动了，崇敬与羞愧的潮水在我的心头
涌动，我悄悄地告诉自己：我也要像保尔一样做一个不畏困
难困苦、勇敢奋斗的人，因为，钢铁就是在烈火中练成的。

中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感悟篇五

有效开展生物课外活动，不仅有助于我们学生开阔视野，深
化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且也有助于提高我们学生观察能力，
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参加课外实践活动，我们感



触很多：

一、制定计划、注重实践

生物课外活动的全过程就是运用知识。因此每开展一次生物
课外活动，老师都加强领导，要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活动，
发挥好主导作用，老师提前对活动要周密部署，详细安排，
决不打无准备之仗，但在具体的活动过程中，则以我们学生
为主体，大胆让我们去亲自动手动脑，去探索，去创造，不
怕我们出错，不怕我们反复，让我们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
过程中增长才智，不断进取。老师在指导过程中耐心、表扬
和鼓励。使活动真正体现以我们学生为主，充分调动我们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精心组织、形式多样

组织开展生物课外活动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我们根据当地
独特的生物环境，选择性地开展适当形式的生物课外活动。

1、结合校园绿化开展花木栽培等课外科技活动，美化校园，
陶冶情操。成立生物科技小组，开展花木栽培、管理、繁殖
等活动，同时渗透作物、蔬菜、林木栽培技术。介绍常见花
木的栽培和管理技术及嫁接、压条、扦插等繁殖技术，通过
老师的示范和学生的实践，使我们学生掌握一些花木的栽培
和繁殖技术。

2、利用本地区特色进行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采集制作
动植物标本，撰写小论文。几年来我们共采集制作动植物标
本近千件，撰写的小论文多次获奖。

3、结合课堂教学开展生物小实验，培养我们学生简单科学研
究的能力，对生物知识进行验证，如结合种子萌发教学进行
种子萌发率测定；结合动物个体发育进行蛙个体发育过程的
观察等。



4、结合劳动技术课教学开展生物科技活动，使学生掌握一些
实用技术，培养劳动观点、习惯、技能，如花木栽培、作物
栽培、蔬菜栽培、果树栽培及实践，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的
教学与实践，农副产品加工技术等。

我们中学生具有好动，好奇，喜欢新鲜事物的心理特点，通
过以上课外活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我们学生学习生物课
的积极性，使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得于很好的培养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