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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多元理解与发展建构 

第17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多元视角下的课程整合 



主题活动方式 
学生的真实生活情境 
探究、服务、制作、体验等活动方式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跨学科实践性课程，必修课程，是基础
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优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结构 

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 

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学习 

 



现状与理解 



IPAC的维谷之像 

 20世纪初：“格致”课、“博物”课 
 1923年新学制改革：自然、社会综合课程 
 四十年代：“教育即生活”，育才二十三常

能。 

“师资与课本尚乏相当之准
备 , 实施自多扦格” 



“当时的科学发展和社会需要水平 , 

与分科课程的矛盾并不突出。” 



J区 
近80%的小学开设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设计开发了80多项的主题活动 



百年课程 

高位理念  低位实施 

课程的目标、定位和价值认识 

重课程形式轻课程价值 

课程培训不到位 

专业教师力量缺乏 

课程开发方式单一 

开发条件和支持资源不足 

课程实施时间和空间的制约 学习资源库建设被忽视 课程过程性评价较难 

„„„„ 



IPAC的角色辨别 

校本课程           

分科课程       综合课程 

综合课程 

    活动课程 
     兴趣课程 

IPAC 

创客、STEM、PBL 
…………………. 



价值体认 

责任担当 

问题解决 

创意物化 
…… 

动态发展 

开放融合 
…… 



IPAC的多元理解 

“综合” 
 

 分科课程知
识领域的重组 

知识内容与能力素养 

心理过程与认知发展 

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念 



无形的整合经验 
真实世界 
亲身经历 
直接体验 

有形的学习内容 

健全学生人格与素养 
 
 
科际知识的交叉挑战  



D学校实践与反思 



综合化课程学校阶段化实施 





IPAC的设计与实施 

开发原则 

淡化学科知识 

学习资源支持 

循环迭代论证 



开发路径 



学生综合素养发展细目 



实施原则 



形成了学校实施实践的有效路径 
教师的认识与理解观念发生转变 
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不断提高 
能力和综合素养潜移默化的发展 
改进完善综合实践主题活动集群 

实施效果 



IPAC反思与展望 

 教师观念转变与理解深入 

 学生活动时空的拓展延伸 

 融入社会、社区、信息技术资源 

 建立科学完整的评估体系 



谢谢 
个人观点  恳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