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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

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意见

各区、县(市)教育局,相关直属学校:

为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精

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补齐实践育人短板,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规定的必修课

程,与学科课程并列设置,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常态化、规范化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校内有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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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基地、社会有场所”为保障,促进学生能从个体生活、社会生活

及与大自然的接触中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并逐步提升对自

然、社会和自我之内在联系的整体认识,具有价值体认、责任担当、

问题解决、创意物化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形成实践场所稳

定、专业教师稳定、课程特色突出、教育质量优异的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新局面.

二、主要任务

１．统筹学校课程规划.学校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规划的主

体,要在上级教育部门的指导下,依据«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指导纲要»要求,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整体设计,充分考虑学

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学生发展状况、可利

用的社区与社会资源(如素质教育学校、博物馆、企业、机关)等因

素,统筹制定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总体实施方案.要依据学生

的年段特征、阶段性发展要求,制定学校学年(或学期)活动计划.

要使总体实施方案和学年(或学期)活动计划相互配套、衔接,形成

促进学生持续发展的课程实施方案.

２．规范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１－９年级均要开设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１－２年级平均每周不得少于１课时,每个年级分别完

成不少于１个主题活动;３－９年级平均每周不得少于２课时,每

个年级分别完成不少于２个主题活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总课时

中,要安排不少于一半课时采取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

业体验等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在开足规定课时总数的前提下,学

—２—



校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安排课

时.要保证学生活动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处理好课内与课外的关

系,合理安排活动时间及空间.任何学校和教师不得挪用或挤占

综合实践活动课时,不得用学科实践活动替代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不得将专题教育简单等同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３．灵活选择课程内容及组织方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

选择与组织要遵循自主性、实践性、开放性、整合性和连续性原则.

综合实践活动以小组合作方式为主,也可以个人单独进行.小组

合作范围可以从班级内部,逐步走向跨班级、跨年级、跨学校和跨

区域等.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组织方式.要引导学生根

据个人兴趣、能力、特长、活动需要,明确分工,做到人尽其责,合理

高效.要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突破课程学习时空界限,充

分发挥合作学习优势,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４．创新活动方式.活动方式的划分是相对的,主要包括考察

探究、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业体验、党团队教育活动、博物馆参

观等.在设计活动时,可以以某种方式为主,兼顾其他方式;也可

以整合方式实施,使不同活动要素彼此渗透、融合贯通.通过优秀

主题设计、学生优秀作品评选等方式,定期展示教师和学生取得的

成果,小学以学校展评为主,初中以区域展评为主,市里将不定期

组织综合实践活动成果展评.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于各类活动

的支持作用,有效促进问题解决、交流协作和成果分享.要充分利

用创建文明城、创建卫生城、生活垃圾分类、美丽乡村环境整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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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更接地气,更具实效.

５．规范教师指导.要处理好学生自主实践与教师有效指导的

关系,教师是综合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促进者,要将教师

指导贯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的

全过程.学校要选优、配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至少有１人是

专职教师,主要负责指导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其他学科教

师开展校本教研活动,且要保持相对稳定.要营造教职工全员参

与、分工合作的课程实施机制,培养一支覆盖全学科全学段、热爱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跨学科整合课程能力且相对稳定的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兼职教师队伍.要积极争取家长、非遗传人等社会力

量充实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兼职指导教师队伍.

６．健全评价体系.学校要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为目的设

计与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评价,将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况作为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实行“等级＋评语”评价方式,评价结果

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每学期末,教师要依

据课程目标,结合平时对学生活动情况的观察,对学生综合素质发

展水平进行科学分析,写出活动情况的评语,引导学生扬长避短,

明确努力方向.

三、保障措施

１．组织领导保障.市教育局成立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工作

领导小组,由市教育局分管局长任组长,市教育研究院分管领导、

局机关相关处室负责人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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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各区、县(市)教育局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统筹管理

和指导辖区义务教育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学校要成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领导小组,设置专门的综合实践活动教研组,承

担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规划、组织、协调与管理任务,负

责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保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有效实施.要

充分发挥少先队、共青团和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

２．经费保障.要切实加大经费投入,明确经费使用政策.各

区、县(市)教育局要明确辖区义务教育学校每学年(学期)开展综

合实践活动所需经费预算,做好综合实践活动经费使用规划管理,

从生均经费中明确学校所需的外出考察、实践耗材、专用教室设备

维护等资金使用.

３．场所保障.实施“学校＋基地＋N”的实践育人保障工程.

各区、县(市)教育局要建好、用好综合实践活动基地(素质教育学

校).基地要能够服务辖区内所有学校,至少保障３个年级(小学

２个年级、初中１个年级)需求,且每学年能够给学生提供２－３个

实践活动项目.要开拓一批校外实践活动场所,构建多级联动的

共享资源平台,为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范、有序开展提供全

方位支持.各校要采取自建、共建、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开辟学

农、学工、军训等各类职业体验活动基地,保障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有效开设.

４．教师队伍保障.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兼职教师、教研人

员及校长的全员培训和分层培训纳入市、区两级教师培训整体规

—５—





 
 
    
   HistoryItem_V1
   Nup
        
     去除印张余的空白: 无
     允许页面缩放: 无
     边空及裁切标记: 无
     印张大小: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印张方向: 最佳适合
     布局: 行 1 down, 列 1 across
     对齐: 中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Fixed
     1
     1
     0.9600
     0
     0 
     1
     0.0000
     0
            
       D:20190926162424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Best
     419
     173
    
    
     0.0000
     C
     0
            
       CurrentAVDoc
          

     0.0000
     0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9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