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步走”，有效指导学生进行活动策划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策划”教学方案示例

武进区横山桥中心小学 唐静怡

摘要：活动策划是综合实践活动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在这一环节，教师要指导学生充分联

系生活实践来制定并完善活动方案。活动策划阶段做得到位与否将直接影响学生开展活动的

质量。本文结合活动策划的三个步骤来谈如何有效指导学生做好活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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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活动课程，课程开发要求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并转化为活

动的主题，让学生在参与和亲身经历实践的过程中获得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在综合实践

活动中，学生的活动一般可以划分为准备、展开和总结三个阶段。教师作为学生活动的组织

者、参与者和促进者，有责任在学生活动的各个阶段和环节，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给予及时

有效的指导。在活动的准备阶段，对于小学生而言，完成活动方案的策划就是一个挑战，教

师要指导学生根据具体研究需要制定好活动方案。笔者认为，要完成活动的策划要做好这三

个步骤：一是根据活动主题分解出活动内容，并选择有效的活动方式；二是进行活动的策划；

三是对活动进程进行整体规划。

一、发散与整合——确定研究计划

（一）多角度提出问题

在确定了学生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后，首先要根据研究课题提出研究的内容。一般情况下，

教师会采用让学生自由提问的方式来确定研究内容，如以“我的奶茶我做主”作为研究课题，

学生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什么是奶茶？奶茶有哪些种类？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奶茶？喝奶

茶对我们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奶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学生的提问可能是

就事论事，更多的则是会联系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此时，教师要多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进

行头脑风暴，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

小组活动建议：1、说：在组长的带领下交流你想到的问题。

2、写：把问题分别写在小纸条上，每张纸条上写一个问题。

3、贴：拿出小组的问题采集表，把写好的问题标签贴在上面。

这一步骤的交流，教师要关注学生提出问题的表述明确度，与课题的相关度以及对学生

的生活、实践是否有价值。

（二）梳理整合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的形成，第一步要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整合。由于小学生的逻辑思维相

对欠缺，所以老师要给学生提供范例或者建议使用的关键词，如定义、历史、种类、危害等。

让学生对问题进行整理，根据关键词对问题进行分类。当学生无法确定问题相关性时，教师

给出建议。

第二步，要对研究内容的可行性进行初步论证。在这一环节，各小组讨论各研究内容要

运用哪些研究方法。教师一方面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同一个研究内容应考虑采用多种研究

方法，另一方面要对指导学生择优选择研究方法。

小组活动建议：1、问题分类：根据关键词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

2、内容归纳：以小标题形式呈现研究内容。

3、确定方法：根据研究内容提出研究方法。

4、论证筛选：根据初步设想去除难度太大或者不感兴趣的研究内容。

在小组交流环节，教师作为参与者共同论证学生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否有效。根据学生对

研究活动的初步设想，从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实施难度是否适中，活动是否有意义等角度对

提出的研究内容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对研究内容进一步进行筛选，形成整体的研究计划。同



时，在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各小组会发现，大家的研究思路虽然存在些许差异，但整体上会

存在较大的相似，因此为了提高研究活动的效率，便于研究活动向纵深发展，可以选择其中

一个最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研究。

二、设计与排序——进行活动策划

（一）研究活动的设计

各小组在选定最感兴趣的研究内容后，还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可采取的活动形式设

计研究活动。以“关于奶茶受欢迎原因的调查”为例，学生可以采用的活动形式有采访、问

卷调查、实地考察、查阅资料等，由此可以设计的活动有：去商场随机采访路人，了解他们

对奶茶的态度；通过问卷星发布调查问卷，了解大家喜爱奶茶的原因；去奶茶店实地考察，

询问店员店里销量好的奶茶特点；上网搜索资料，了解奶茶流行写原因等。此外，活动成果

的呈现形式可以有资料整理类——手抄报、电子小报等；采访类——采访计划、采访实录、

音像材料等；实地考察类——考察计划、照片、考察报告等；问卷调查类——调查问卷、数

据整理、结果分析报告等。学生的活动成果不限于以上形式，也不必每种材料都要，而是根

据需要进行初步预设。

小组活动建议：1、说：根据研究内容交流自己设计的研究活动，并预设活动成果；

2、写：把研究活动写在小纸条上，每张小纸条写一个研究活动；

3、贴：把写有研究活动的纸条贴在活动设计表上。

在这一阶段，学生设计的活动会因为活动形式而存在相似之处，也会因为研究目的的差

异而存在不同，教师既要关注相通之处进行指导，也要关注差异。在组织班级层面的交流时，

一方面从活动设计的具体度、明确度和可操作性等维度来论证活动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充分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启发学生对别组值得借鉴的创意进行迁移。

（二）研究活动的排序

学对研究活动的展开有一定经验必然指导这些活动的开展是存在一定逻辑次序的，如果

学生缺乏这一方面的经验，则教师可以介绍活动策划的常规顺序。一般情况下，查阅资料是

在活动一开始可以进行的，也有助于学生对研究课题形成初步的认识，接下来，可以根据研

究的需要来对采访、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的次序进行排列。教师在指导时还有关注学生活

动的独特性：对于不同内容的研究活动其次序也可以是不同的；有些不同的研究活动可以同

步开展，进行整合；有些相似的活动因为活动对象或者空间的不同需要分开安排等。

这一环节可以采用排序整合的方式，对活动设计表上的活动进行重新排序，可以同时开

展的活动要进行整合，要分开进行的活动要分别写小纸条。

小组活动建议：1、根据小组开展活动的需要对写有活动的小纸条进行重新排序

2、同时进行的活动，就把纸条贴在一起；

3、要分开进行的活动，纸条要分别贴。

教师在小组交流时，作为参与者对小组活动的安排给出建议，引导学生在组内和小组间

通过讨论来进行论证，如这两个活动同时进行会不会带来不便？前面的活动是否为这个活动

的开展带来了一些帮助？这样的排序，活动进行的每一环节是否存在困难等。

三、统筹与规划——安排活动进程

（一）活动阶段的“切割”

活动的策划除了要关注活动设计的可行性，活动开展的序列问题，时间的安排也很重要。

教师应首先确定研究活动开展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让学生对活动的时长形成整体感知。

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安排活动进程，对小学生而言存在难度，为了让学生对时间有更为形象

的感知，笔者建议通过时间轴（如图 2）进行讲解，把整个活动时段“切割”成以周为阶段

的单位，然后让学生把活动安排到每一周就简单多了。



图 1

其次，还要对学生活动进行分段，每次活动的开展都应分为活动的准备、开展和总结阶

段。不同的活动形式其准备、开展和总结阶段所需的时长是不同的，因此安排起来起来也不

同。以问卷调查为例，最困难的步骤是准备阶段的设计调查问卷，而开展阶段发放问卷相对

简单些；实地考察则不同，在准备阶段只需明确观察的重点，形成考察计划，有难度的在于

活动开展阶段，要分工合作，多观察，勤记录。此外，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可能需要持续

几天的时间，而实地考察有时是去一个地方，有时则需要去几个不同的地方。教师要让学生

根据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研究内容的实际需要，合理地安排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长。

小组活动建议：1、在日历上圈出活动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算一算一共有几周。

2、估算各项活动需要的时长。

（二）活动进程的安排

为了帮助学生更高效地安排活动进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以周为单位来安排，通过甘特

图（如图 2）对每一项活动的进程进行整体规划，并充分考虑活动各阶段所需的时长。

图 2
小组活动建议：1、根据研究需要，把活动安排到每一周。

2、提示学生在开展活动时要及时记录实际进度，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活动进程的规划是活动策划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活动开展阶段的重要依据。笔者建议

以图表形式（如图 2）的活动方案，作为后续活动开展的依据，同时，甘特图还留有一定调

整的余地，可以让学生根据开展活动的实际情况对活动方案进行进一步调整完善，并通过计

划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丰富进行活动策划的经验，提高活动策划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