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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创新研究 ①

陈　静，刘兰英
（湘潭市岳塘区育才学校，湖南 湘潭４１１０００）

摘　要：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创新研究旨在通过开发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资源，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合作探究和创
新的精神，提高学生自主、协助、钻研和创新的能力，让学生在听说读写中夯实语文基础，在综合实践中培育语文素养，在

家校互动中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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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综合性学习是立足语文学科，整合语文学习资源，
创造学科与学科、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有机结合的语文

环境，拓展语文学习的内容、途径、方式，以促进学生语文素

养的整体提高和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我们在调查了解小

学语文教材中综合性学习教学内容及实施现状的基础上，通

过“计划—行动—考察—反馈—调整”等环节，开展语文综

合性学习活动案例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１　构建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资源平台
１．１　有效开发教学资源

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和地方的重

要事件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都可成为语文课程的资

源［１］。我们开发的集教材、辅读、练习、评价于一体的综

合教学资源，教材部分既对教师有指导作用，又对学生有

引导作用；辅读部分提供丰富的课外阅读资源；练习设计

让学生能及时进行听、说、读、写的基础巩固，同时也方便

学生进行实践操作；评价设计让教师、学生、家长都受益

无穷。这四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穿插，结构巧妙，相

辅相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综合教学资源平台

１．２　精心编排资源内容
一是提供自主探究空间。活动伊始，让学生针对活

动的主题，自主探究、讨论出有效的学习方法，明确学习

内容，分配好学习任务。二是创设合作交流平台。资源

平台中均设计有合作交流平台，无论是活动前、活动中、

活动后，都安排学生讨论、切磋、交流，总结方法、交流经

验、分析不足，及时研究下一步的活动方案。如《梅花的

赞歌》在搜集梅花诗、品味梅花情、赞美梅花魂等步骤之

后，都创设了“大讨论”“大切磋”“大交流”这样的活动

平台，让学生充分交流。三是明确学习内容及步骤 。每

一次的学习活动，资源平台中都有明确的学习步骤提示，

让老师有本可依，让学生一目了然。如《我们与广告》，该

活动分为了解广告、搜集广告、整理与创作广告、思索广

告与生活等四个活动步骤，既对学习内容进行分类，又明

确了学习步骤。四是提供学习活动资源。资源平台中每

一次活动都有相关阅读材料的提供，中低年级将材料穿

插于活动当中，如《中秋话月》中就穿插提供了许多经典

的古诗词等；高年级单独设立页面提供阅读材料，如《友

谊》中专门提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的友谊》及《高山

流水》两个材料。资源平台中所提供的学习资源全部经

过精心挑选，数量不多，却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

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

度，适合学生学习［１］。五是体现活动评价方式。教学资

源平台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丰富了活动的评价体系。首

先，有成果记录留白，在每个学习步骤当中，都会安排一

些留白，让学生紧扣学习步骤，将学习记录、心得、方法、

成果等随手记录；然后，有丰富多彩的成果展示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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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集、作品展、活动花絮、活动照片、活动记录等，学生

可将文字的、图片的、手工的作品全部粘贴在资源本上；

最后，还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

同参与的评价制度［２］，让学生、朋友、亲人、家长都参与评

价，并记录在册。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能让学生

得到多方面的鼓励与支持，学习效果更佳。

１．３　合理安排学习活动量
资源平台按学段共分１２册，每册５个单元。前４个

单元安排明确的学习内容，第５单元由学生和教师按照
实际情况自主择题，原则上学生每月完成一次活动。适

当的数量安排，既让学生能参与更多的活动，又让他们有

足够的时间去实践，保证了学习活动的质量。

２　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模式探究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主

渠道，新课标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我

们采用新的教学模式，促进了教学思想、教学过程、结构

模式的变革，让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经课题组全体

教师的不断深入研究，探索出语文综合性学习模式。

２．１　课前：自主探究、分工合作、调查搜集、夯实基础
每一次综合性学习活动之前，先由学生自由分组，小

组内认真学习资源平台教材，详细了解本次活动的目标、

内容，然后学生再自主分工，安排好阅读、调查、搜集等任

务。教师及时引导学生科学分组，安排好管理任务，分配

好学习内容，培养学生分工合作能力。

案例１　《长相思》的课前自学部分。《长相思》是一
组诗文学习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主要内容是搜集阅读有

关思乡、思人的古诗文，了解大意，背诵诗文，增加积累；

品析诗文内涵，了解思乡诗背后的战乱原因，懂得珍惜今

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活动的课前自学部分，学生先自由

分组，建立组织管理机构，组长先在组内组织大家阅读资

源平台教材，明确活动目的与要求之后，学生自主分工，

组长分配学习任务，主要是搜集古代有关思乡、思人的诗

文，了解诗歌的大意，并熟读成诵。

２．２　课堂：教师引领、共同探究、丰富感知、习得方法
语文综合性学习特别注重探索和研究的过程，课堂

教学活动的主要任务是选择经典的学习内容，带领学生

仔细品读、探究，丰富学生的感知，引导学生总结学习方

法，继而进行下一步的深入学习。

案例２　《月亮与诗》的课堂探究部分。《月亮与诗》
是一次以积累诗文为主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前学生在

网上自主搜集阅读与月亮有关的诗文，课堂探究部分有

三个环节———回顾方法、集体探究、课堂延伸。（１）回顾
方法环节，要求学生先回顾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的一般

方法：阅读 －探究 －创造，然后回顾诗文学习的方法：搜
集诗文－赏析诗文－创新诗文。教师在引导学生回顾方
法的同时，相机点拨和渗透，告诉学生课前的阅读积累能

夯实基础，课中的探究能丰富感知、习得方法，课后的创

造性学习能活学活用。（２）课堂探究环节，分为检查自学
和深入探究两个部分。首先，检查学生的课堂搜集与积

累。教师用优美的语言营造教学氛围，用自身良好的素

养感染熏陶学生；学生在优美配乐中尽情诵读自己喜爱

的与月亮有关的诗文，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畅谈自己对

诗的理解和喜爱。其次，深入探究。教师选择了《泊船瓜

洲》这首与月亮有关的诗跟学生一起研读，读一读王安石

几次变法的故事，了解本诗的写作背景；品析诗眼“绿”

字，了解王安石改字的千古佳话；赏读“明月”，了解“明

月”在古典文化当中的深刻内涵。在师生互相交流时，教

师相机引导学生总结出学习方法——— 明大意、知诗人、查

背景、抓“诗眼”。方法总结出来以后，学生登录互联网，

运用课堂中习得的方法广泛地开展自主学习活动，至少

选择一首自己喜爱的月亮诗进行学习，并把学习情况用

一定的方式进行呈现。这一部分的教学模式是：提示 －
自学－交流－总结，即教师提示自学方法，充分体现教师
的主导性；学生自学，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师生共同交流，

体现师生平等、合作交流；最后，教师点拨，学生总结学习

方法。（３）课堂延伸环节要求学生自主进行简单的创造
性学习活动，如写感想、给诗配画、制作古诗卡片等。

２．３　课外：创新学习、形式多样、增强语感、提高素养
课堂教学毕竟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有许多不足，

虽能起到点拨学生的作用，却很难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

课后迁移则是对课堂教学的一种非常好的补充，它能够

更好地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能力。语文综合性学习

的课外迁移部分有积累活动、创作活动、竞赛活动等

几种。

案例３　《广告文化》的课外迁移部分。《广告文化》
课外迁移部分的积累活动是让学生分门别类地整理搜集

到的广告知识，如摘录最喜爱的广告、汇编有趣的广告故

事集、办广告文化手抄报等，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培养学生

归纳整理资料的能力。创作活动是让学生围绕学习主题

进行各种创造性学习，如进行广告创意、创作广告语等，激

发学生想象潜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竞赛活动有“广告

之最”知识竞赛、广告语创作比赛、广告手抄报展览等，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等诸多能力。

２．４　评价：多方参与、多元评价、提升能力、优化效果
积极评价是激发学生上进心的良好催化剂，我们先

让评价主体多元化，即邀请同伴、朋友、老师、家长、网友、

专家等对活动进行评价，根据小学生好胜心强的特点，设

计竞赛式和展示式评价方式，如古诗擂台赛、演讲比赛、

朗诵比赛等；利用学生集体荣誉感强的特点，将评价结果

和学习成果在校园网上展示；根据学生表现欲望强特点，

设计表演展示类评价活动；另外，实践操作类评价能很好

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运用语文，将语文学习的结

果通过动手操作的成果展示出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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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创新研究成效
３．１　在听、说、读、写中夯实语文基础

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

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３］，因此，活动形式主要注重听、说、

读、写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谈、说、

想、写、演、问、查、画、做等，不断巩固知识、扩大视野、开

拓思维，提高能力；具体形式主要采用读书节、辩论会、演

讲赛、朗诵会、汇报会、手抄报、资料展、写心得、写调查报

告、文学小创作等。

３．２　在综合实践中提高语文能力
活动的综合实践性是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另一个

支点，我们要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等多方面

的综合能力。教学资源中安排了几大方面的活动，认识

自然系列活动如《寻找春天》《花海流连》等；撒播爱心系

列活动如《领悟母爱》《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等；历练生活

系列活动如《我与电话交朋友》《好水果大家吃》等。这些

活动内容广泛、实践性强，能较好地培养学生动手、动脑、

动口等多方面的综合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心灵、身体、精

神境界、品格意志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

３．３　在家校互动中优化学习效果
家庭教育的参与对中小学来说具有极大的影响，可

以说家校双方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合作，直接决定着学校

教育的效果，直接影响着学生成长的历程。家校互动活

动分为以大自然为本的“认识自然”系列活动、以家为本

的“让世界充满爱”系列活动、以校为本的“阅读创新系列

活动”。（１）以大自然为本的“认识自然”综合性学习活
动。先在班级中形成若干小组，以家庭为纽带，在家长带

领下，小组成员走遍湖南名胜，探索大自然。既丰富了学

生的体验和认知，还让学生、家长在感性上建立与大自然

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如《携手南岳行》《张家界魅力》等。

（２）以家为本的“让世界充满爱”综合性学习活动。以班
级整体为单位，学校确定活动主题，集各班集师、生、家长

的智慧开展有效综合实践活动，家长与孩子一起参加。

孩子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主体的存在，感受

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价值，形成一种班级及亲子凝聚力。

如《关爱他人》《学会感谢》等。（３）以校为本的家校互动
“阅读创新”综合性学习活动。３～４个家庭为单位，利用
课余、节假日、生日等时间，让学生通过与同伴交流，拓宽

阅读视野，写心得、记笔记、制作阅读卡片等，还可进行小

创作，让学生逐渐形成合作与分享的意识，具有交流合作

能力。如《月亮与诗》《走进京剧》《名著，震憾我心》等。

这种由老师、学生、家长共同确定活动主题，制订活

动方案，却以家庭为单位，利用双休日、寒、暑假进行活动

的方式，能够充分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并且能较好地

解决经费问题，让活动形式更丰富、活动内容更精彩、活

动效果更突出。

３．４　教师科研意识和水平明显提升
经过课题组成员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本课题已取得

初步研究成果，积累了一定的实验研究经验，形成了一批

教师论文、典型课例等，并建立了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资

源平台。近三年来，课题组成员在国家、省、市各级教育

教学活动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陈静老师的录像课《呼

风唤雨的世纪》在全国发行、刘兰英老师的赛课《月亮与

诗》获省级一等奖、陈柳湘老师的赛课《集中注意力，我最

棒》获市级一等奖、宋妩媚老师的赛课《说声“谢谢”》获

区级一等奖；曾宁莎、宋佳等老师的多篇论文获国家和省

一、二、三等奖。

３．５　小学生语文素养显著提高
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创新研究，培养了学生四种精

神：主动学习精神、合作精神、探究精神、创新精神，形成

了四种能力：自主能力、协助能力、钻研能力、创新能力。

学生参加各种实践活动，语文素养得到提高，７０多名学生
参加湘潭日报小记者俱乐部，多篇文章见报；１０名学生的
综合性学习体验作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１００多名学生
的体验作文获省级奖励。

４　结　语
本研究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

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一是语文综合性学习作为

小学课程结构中的必修课，我们所开展的活动数量是否

合适，这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二是学生

家长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如何加

强对家长的培训，是下一步的重要探究问题。三是活动

的辐射面还不够大，是我们在后续研究与实践中值得认

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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