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名称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实践 

一、开题活动简况： 

开题时间：2018.01 

地    点：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信息办公室 

主 持 人：黄萍（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教务主任、课题组负责人） 

评议专家：徐青（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信息工作顾问）、 

华联（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校长） 

参与人员：徐青、华联、黄萍、陈刚、崔勇、滑钦、高阳、刘颖、陈顺 

会议内容： 

⒈主持人（本课题组负责人）简要介绍课题申请过程，宣布课题通过审

批，已立项。 

⒉主持人（本课题组负责人）向评议专家介绍课题组成员，并向评议专家

介绍课题开展情况，本次活动流程安排。 

⒊课题组成员陈刚、高阳老师分别作开题汇报。从课题的研究背景与现

状、概念界定与解读、研究内容与方法、组织分工与进度、预期成果等五个方

面进行介绍。 

⒋两位专家分别从信息化、综合实践活动、元数据规范、Scorm标准等方

面对课题进行评议，并对本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可行性作了认真评议和分析，

提出了本课题研究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其中针对题目逻辑性不强、选题比较

大等问题，做了题目上修改，并重新对课题研究目标进行了梳理。 

⒌课题组成员就课题研究问题与专家展开热烈讨论。 

⒍课题组负责人黄萍主任作开题报告会的总结。要求各人员认真组织，高

标准完成本课题的研究任务。 

 



二、开题报告要点： 

题    目：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实践 

研究内容 

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基于学习对象元数据规范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建

设与应用，研究过程中要建设《Arduino 机器人》《定格动画》两门课程，并对

课程中的教学资源添加符合学习对象元数据规范的描述，帮助教师、学生能够快

速的检索和了解资源内容，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 

通过查阅大量参考文献，结合实际教学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

容：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建设采用基于学习对象元数据规范（LOM）描述资

源，并且用 XML 技术对资源进行绑定，以此解决应用的标准化的问题；LOM模型

给出了 9大类属性，在研究过程中找出用户最需要了解的若干属性进行描述。⑵

依托 LOM模型结构，摸索资源建设的步骤与方法，为规范地进行课程资源建设提

供科学依据；⑶网络课程资源素材应用规范在综合实践课程教学中设计举例。其

中《Arduino机器人》的制作过程中分为硬件教学和软件教学 2个部分，硬件教

学部分利用摄像机拍摄实验过程中各电子元件的连接和组成、介绍元件特点和实

现功能等内容；软件教学部分主要利用 Arduino提供的 IDE编写程序，利用录屏

软件录制编写程序的过程，并提供相应的讲解。《定格动画》利用照相机逐格拍

摄对象，然后连续播放形成完整的动画。拍摄对象利用软陶材料进行制作，包括

人物、背景、建筑等。学习资源制作完成后将通过 Moodle 平台进行发布，并且

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学习、讨论空间。在这两门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探索素材选择、

整理、加工、表达等方面的应用规范。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建设中，采用了面向对象的方法，可以使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具有可重用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教材，以体验性学

习、探究性学习活动为主，课程建设主要是学校教师从学生实际出发自主开发经

验所得。那在一个开源性平台上发布，不同地域间可以达到共享和交流就显得极

其重要，并对综合实践课程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网络课程引用了元数据规范并

符合 Scorm标准，而课程的运行就不依赖于某一特定的学习管理系统，可以在元

数据规范下不同的 Scorm学习管理系统之间移植和共享。并在现有的平台上应用

了 Scorm Rte中数据模型元素，可以实现学生学习情况的跟踪。 

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法：通过对部分一线教师进行课程资源的应用现状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社会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应用现状，获得课题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

对调查后的问卷进行相关统计分析，确定课题实施方案。 

行动研究法：教师在教学中积极采用规范后课程资源，通过对应用规范的课

程资源的实验班与对照班进行实践探索，比较两班学生对学习兴趣、测试成绩等，

检验社会实践课程资源规范后对教学实践的影响效果。 



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8.5-2018.9） 

⑴组建课题研究小组； 

⑵撰写课题研究申请书； 

⑶课题组成员查找自学、收集相关课题的最新研究动态及成果。搭建 Moodle 平台，学

习制作课程资源中用到的各类技术，包括录屏、Arduino、软陶制作工艺等。 

第二阶段——研究实践阶段（2018.10-2019.8） 

⑴研究社会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标准化问题； 

⑵研究依托 LOM模型结构，针对开发的教学资源，制定用户最需要的描述属性和内容。

摸索资源建设的步骤与方法，为规范地进行课程资源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⑶利用录屏软件、Arduino、摄像机、软陶、照相机等工具，开发制作两门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研究基于学习对象元数据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应用于实践的教学设计； 

⑷课题组成员外出学习交流或邀请专家到校培训； 

⑸整理收集资料，总结实践得失，召开课题中期汇报会。 

第三阶段——展示总结阶段（2019.9-2019.12） 

⑴全面展开研究，进行理论和实践对比测试，总结经验，查找差距； 

⑵课题组成员研究成果课展出及交流、研讨； 

⑶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⑷撰写结题报告。 
组织、分工 

参加者有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同时也参与学校十二五课题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经验

与研究经验。 

陈  刚：课题工作的日常实施； 

崔  勇：信息技术学科实验兼指导； 

滑  钦：美术学科实验兼设备管理； 

高  阳：实验教师兼理论文献、资料管理； 

刘  颖：实验教师兼资源管理； 

陈  顺：实验教师兼资源管理。 
进度： 

实施过程进行中，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学生已经能够掌握编程语言的基础内容，可以在

教师的指导下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掌握了简单的 Arduino拼插操作。在老师的

指导下，学生能够掌握软陶的特性，同时根据自己想象完成相应的任务。 

研究预期成果及创新 
预期成果：建设 2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Arduino机器人》、《定格动画》，并对资

源添加符合学习对象元数据规范的描述，从而形成规范的综合实践活动学科的校本课程资源

体系。 

本课题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在小学基础教育中相应研究很少，本课题可以为一线

教师提供一个具有指导性的“工作规范”模型，以免教师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无所适

从，从而提高教师的教育技术水平以促进高效课堂教学；第二，用基于学习对象元数据规

范描述资源，并且用 XML技术对资源进行绑定，可以在元数据规范下不同的 Scorm学习管

理系统之间移植和共享，并在现有的平台上应用了 Scorm Rte中数据模型元素，可以实现

学生学习情况的跟踪，充分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隐性知识的

学习；第三，本课题研发团队由行业专家、任课教师、教学设计人员、媒体设计和程序设

计人员组成，各类人员各司其职，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研发制作队伍，从组织上保证高质量

高效率的精品课程资源开发建设。 



三、专家评议要点 

1.课题研究的必要性：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建设中，采用了面向对象的方法，可以使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具有可重用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教材，以体验性学

习、探究性学习活动为主，课程建设主要是学校教师从学生实际出发自主开发经

验所得。那在一个开源性平台上发布，不同地域间可以达到共享和交流就显得极

其重要，并对综合实践课程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网络课程引用了元数据规范并

符合 Scorm标准，而课程的运行就不依赖于某一特定的学习管理系统，可以在元

数据规范下不同的 Scorm学习管理系统之间移植和共享。并在现有的平台上应用

了 Scorm Rte中数据模型元素，可以实现学生学习情况的跟踪。 

建设富有特色的校本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校

特色的发展，同时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将对同类地区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和借鉴意

义。为此，《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实践》这一课题是非常必要的。 

2.课题研究内容为： 

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建设采用基于学习对象元数据规范（LOM）描述资

源，并且用 XML 技术对资源进行绑定，以此解决应用的标准化的问题； 

⑵基于 Scorm 标准，在 Moodle 平台上建立两门课程，分别是《Arduino 机

器人》和《定格动画》。其中《Arduino 机器人》的制作过程中分为硬件搭建和

软件教学 2个部分，硬件搭建部分利用摄像机拍摄实验过程中各电子元件的连接

和组成、介绍元件特点和实现功能等内容；软件教学部分主要利用 Arduino提供

的 IDE编写程序，利用录屏软件录制编写程序的过程，并提供相应的讲解。《定

格动画》利用照相机逐格拍摄对象，然后连续播放形成完整的动画。拍摄对象利

用软陶材料进行制作，包括人物、背景、建筑等。 

⑶课程资源制作完成后将通过 Moodle 平台进行发布，并且为学生提供相应

的学习、讨论空间。并在平台上应用了 Scorm Rte 中数据模型元素，可以实现学

生学习情况的跟踪。在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探索素材选择、整理、加工、表达等

方面的应用规范，以为实现小学阶段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建设和实践教学提供参

考。 

3.课题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法、行动研究法。该课题所采用研究方法科学合理，具有可行性。 

4.该课题所制定研究步骤规范合理，课题组成员分工明确，且都具有很强的团队

精神、合作意识、创新能力。相信这些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教师能利用自己丰富的

教育教学经验，出色的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工作。 

 

建 议： 

1.课题研究小组在各个阶段进行研究时，要把研究工作做具体、做到位，确

保各阶段研究任务顺利完成。 

2.研究要深刻，成果要实用，要把研究成果投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并及时做

好自我反思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