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展 专题 活动

提 高语交寮养

卜 洪 月玲

在语文课中实施综合性学习时 主要通过 三条途

径一一(l)语文 课堂中渗透综合性学习 ; (2 )语文综合

性学习活动课 ; (3) 语文综合性学习课外 活动
。

以下主

要 围绕综合性学习专题活动谈谈 自己的做法
:

一
、

多梁道
、

多方位创 设条件
,

增加 语文 实践的

机会

新课标指出
: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

语

文综合性学习不光要与语 文学科教学结合
,

而且也应

与社会生活
、

学校 少先队
、

班队工作
,

尤其与小学生的

课余生活密切结合
。

我们充分利用斑队
、

课外阅读
、

兴

趣小组等活动进行指导
。

发掘教育资源
,

策划简单的

校园活动和社会活动
。

结合少先队活动
,

依托社区
,

办

出许多有特色的活动
。

如
:
坚持 开展一年一度的夏令

营活动 ; “雏鹰环保大行动
,

拯救西溪献爱心
” 。

让学

生走出校园参加社会调查
、

撰写有关小论文
、

调查报

告参加各类竞赛等实践活动
,

结合信息技术让学 生编

辑小报
、

班刊
、

作文选
,

增加语文实践的机会
。

二
、

选择合适的专题活动主题

在课题实验中
,

我们还 以各节 日为契机
,

结合语

文教材
,

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与特长
,

选择活动主题
。

下表是我们年段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 生 自主选 择的

语文专题活动内容
:

2 0 0 3一2 0 0 4 学年六年级语文综合性学习专题活动

时时 间间 主 题题 内容
、

形式式 成果展示示

九九月份份
“

祖 国在我心 中
””

1
、 “

辉煌祖 国
”

征文 演讲 赛 2
、 “

庆国 庆
””

征文 演讲
、

橱窗学习 园园

征征征文活动动 专题手抄报评比
、

点评小报报 地展示示

十十 月份份 寻找秋天的足迹迹 1
、

摘抄秋天优 美的语 句 2
、

手中笔描绘你你 橱窗展示
、

照 片片

心心心心 中的秋景景景

十十一月份份
“
只 有一个地球

””

调查身边的环境
、

资源现状状 调 查报告
、

知识 小报
、、

(((((((水资源
、

垃圾等问题 ))) 图片
、

资料展 示示

十十二 月份份
“

好 书大 家读
” 、

文学人人 《推荐一 本好书》
、

《水浒传》
、

《三 国演 义》人人 资料
、

小 结结

物物物赏析析 物的赏析析析

一一 月份份 制作连环 画画 成语
、

寓言故事连环画画 评奖
、

班级展 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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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间间 主 题题 内容
、

形式式 成果展示示

二二 月份份
“

压 岁钱
””

1
、

《打理压 岁钱妙计 多多》 2
、

《使用 压岁岁 实话实说说

钱钱钱钱浅谈》 3
、

《你 对压岁钱知 多少》》》

三三月份份 寻找春天的足迹迹 1
、

《春》 2
、

《我 爱绿叶》 3
、

春游游 征文文

四四 月份份 小学生课余生 活的情况况 A
、

《小 学生阅读现状 与建议》 B
、

《多上网网
“

焦点访谈
” 、

问题 大讨讨

调调调 查查 好不好》 C
、

《过 生 日好不 好》》 论论

五五 月份份 聚焦夏天天 夏天的物侯
、

衣食住行行 片断作 文
、

研究专集
、、

投投投投投稿《童心世界》》

六六 月份份 母校
,

我将启航航 母校 回忆
、

临别婚 言言 给 老师的一封信
、

同学学

录录录录录
、

编印作 文专辑辑

当然
,

每个同学还可 充分发挥自己 的独创精神

和 自主性
,

从现实生活中身边的小事和 自然环境中

寻求和提 出有价值的探究内容和问题
。

如
:
陈勇同

学研究古代
“

三十 六计
” ,

通 过查资料
,

得 出每一计

出 自哪里 ?谁用 过 ?有哪些作用 ?并 写 上想法
:
哪些

计策生活 中可借鉴
,

哪些该摒弃 ? 我们还鼓励学生

确定内容后
,

尽量 根据 自己开展活动侧重点的不

同
,

给活动取个恰当
、

新颖的题 目
。

如关于学生压岁

钱问题
,

学生 分别取名为《喜优参半的压 岁钱》《使

用压岁钱浅谈》
、

(你对压岁钱知多 少》
、

《打理压岁

钱妙计多多》等
。

三
、

组织优化专题活动形式

1
.

通过专题活动
,

我发现高年级学生具有一定

的交流
、

合作探究能力
,

适 于各种形式
。

为此
,

我们

采用
“

焦点访谈
” 、 “

实话实说
” 、

辩论会
、

调查
、

参

观
、

座谈
、

听讲座等形式开展活 动
。 “

焦点访谈
”

是中

央电视台的新闻栏目
。

它 围绕社会上人们所关注 的

焦点问题进行访谈
,

而校 园同样也存在焦点
、

热点问

题
,

我们就借鉴
“

焦点访谈
”

的形式
,

就当前的
“

追 星

热
” 、 “

网络游戏少年
” 、 “

零花钱怎样花
”

等问题让大

家集体讨论进行筛选整理
,

找 出最为热点的问题准

备进行访谈
。

小记者根据自己的访谈
,

与主持人合

作研究
,

对话题进行总 结
,

同多寸面 向全班同学
,

模仿

“

焦点访谈
”

的主持人来陈述采访和研究的成果
。

“

实话实说
”

也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 目
,

颇受

欢迎
。

学生经常遇到一些 自已感到 困惑的间题
。

为

此
,

我们借鉴
“

实话实说
”

的形式
,

让学生在深人的讨

论中分清是非
、

辨别美 丑
。

人人发言
,

展开讨论
,

仁

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以展示 自己真实的思想为特征
。

例如
,

有一次谈
“

美
”

问题
,

开始有的学生认为美就是

时髦
,

就是穿漂亮
,

在讨论中学生对
“

美
”

问题的认识

不断深化
,

最后对美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认识
:
先从学

生 角度讨论什么是美 ; 接着又深人探讨什么是真正

的美 ;第三个层次
,

怎样迫求
、

寻找真正 的美
。

学生

谈到
“

美是 一种 心灵
,

是一种姿态
,

是一种语言
,

是一

种 道德
,

是一种理想
,

是一种文化
。 ” “

美 是一种表象

也是一种感觉
,

必须细细地去观察
、

体会
,

真正的美就

在自己心中
。 ”

这种认识深度是学生 自己讨论得出的

结论
。

再 比如谈论
“

诚信
” 、 “

时间
” 、 “

知识
”

等等学生

都能根据 自己的理解以及生活经验娓娓道来
。

我们还经常利用 口语交际课
,

开展各种话题的

“

辩论会
” 。 “

辩论会
”

之前先让同学们 自己确 定话

题
,

然后定出正方反方
,

两方各自搜集材料
。

辩论会

上
,

正方和反 方唇枪舌剑
,

互 不相让
,

据理力争
,

常常

争得 面红耳赤
。

如围绕 《多上网好不好》《开卷 一定

有益吗》《过生 日好不好》等等非常现实的问题
,

又

是很多同学感到 困惑的问题
。

在活动中让学生 提高

口语交际能力
。

2. 用心策划
,

融作文教学于各项活动
。

在实践活

动中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

激发他们的写作灵感
。

开展 以
“

高尚的人握手
” 、 “

和好书交朋友
”

的系列 活

动
,

让学生从名人书籍身 上汲取营养
。

在年段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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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别

写
“

日记接龙
” ,

尝试新的作文 教学渠道
。

培养了一

批批文学小苗苗
。

让学生在 日记写作中把平时观察

倾注笔尖
,

同时还可在 日记中互相品尝到年段同学

的
“

美味佳肴
” 。

学生在交流 中互 相学 习
,

进行探究

性的学 习
。

学生写作兴趣大大提高
,

展现出
“

比
、

学
、

赶
、

帮
”

良好劲头
。

每篇日记后面附上一句妙语佳句

(称为
“

萃语阁
”

)创设一个轻松愉快的 日记氛围
,

鼓

励学生写插图 日记
、

摘抄 日记
、

观察 日记
、

心情 日

记
、

数学 日记
,

也 可写儿童诗
、

童话
、

寓言等开放体

裁
。

结合信息技术
,

让学生动手实践
,

培养图书小编

辑参加厦门市《祖国统一赞》图书制作编辑比赛
,

以

此为契机
,

编辑《青草地 》队 刊
,

专门收集 日记
、

诗

歌
、

作文
,

还 开辟
“

萃语阁
” “

心语
” “

每 日佳句
”

等栏

目
,

年段的学生编辑作文选蔚然成风
。

四
、

实验效果与体会

通过二年多的深人实践
,

我们已尝到不少的甜

头
。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语文的综合性活动
,

给学生

创造 自我表现和 相互交流的机会
,

让学生 动手
、

动

脑
,

多种感官并用
,

促进学生去主动探究
。

学生在实

践中学会 主动地发现问题
、

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

体

验到成功的欢乐
,

并获得满足
,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
。

主要表现在
: l

、

提高了收集
、

处理信息的能力
。

包括发现问题
、

提出问题
、

构思解决问题的设想 ; 收

集资料
、

分析资料
、

得出结论 ;表达收集到 的信息成

果的能力
。

2
、

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
。

在活动中
,

学生

与学生
,

学生与教师
,

学生与家长等各社会成员之间

的交流与对话
,

使学生懂得 了许多人际交往 的技巧
,

发展了人际交往能力
,

让学生学会生活
。

3
、

磨练了

动手操作能力
。

在活动中
,

学生除了动 口
、

动脑外
,

还动手
,

动手指动笔写
,

还包括学生查资料
、

拍照

片
、

录音
、

画插图
、

搞小制作
、

制作手抄报等动手操作

过程
。

在这操作过程中
,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得到 了

较好的磨练
。

年段有六名同学参加了厦门市 图书编

辑制作 比赛
,

他们 自查 资料
、

编辑
、

排版
、

插 图
,

并荣

获一
、

二
、

三等奖
,

班级编印了《青草地》
、

《水 晶心》

班刊
,

学 生习作 近三十篇获省
、

市
、

区级 以上奖
,

洪

丽娟
、

庄莹莹等十来个学生的二十来篇习作发表在

《小学生优秀习作》
、

《青少年日记》
、

《中小学作文教

学》
、

《快乐语文》
、

《小学生作文辅导》等 CN 级刊物

上 ; 近 百篇 的习作发表在《童心世界》等刊 物上
,

学

生语文实践能力得到 了有效培养
。

在近年半来的语文综合性活动的开展
、

研究
、

探

讨中
,

有一些家长老师持不一的态度
,

他们认为这样

的语文专题活动既浪费时间
,

又花费精力
,

对学生学

习没什么帮助
。

但我们觉得语文综合性学习对语文

能力的提高是大有益处的
。

他们相辅相成
。

在综合

性学习活动中
,

学 生的听
、

说
、

读
、

写等综合能力都有

很大提高
,

特别是 写作能力大大提高
。

写作原本就是

学生对外部世界认识后进行表述 的过程
,

在作文课

前让学生充分准备
,

自主寻找材料
、

分析材料
、

占有

材料
,

让材料为我所用
,

学生在此过程中能够培养观

察
、

分析 的能力同时他们的思维 不局 限于某一个方

面
,

而是从所得的材料中来
,

这对于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大有益处
,

大大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

(作者单位
:
福 建同安 第二 实脸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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