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一贯制学校作为一种新的学校模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有
其优势和生命力。 实行九年一贯制，符合课程改革的新要求，符合
小升初改革的新形势，有利于小学素质教育的真正推行。通过中小
学分设学段所呈现的不足，结合九年一贯所带来的优势，抓好这个
有效研究点，通过对教师、学生和课程的研究落实，建立联系，互相
渗透，只要把握好衔接的“度”，定能搞好衔接研究，为学生中学甚
至是终身学习导航。
一、综合实践课的作用

综合实践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在规定新课程的
结构时，做出了如下阐述：“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
为必修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
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
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增
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课程的实施
过程中，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 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
力。 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技术能力。 ”

由此看来，在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体系中，“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是一种与各学科课程领域有着本质区别的新的课程领域， 是我
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结构性突破。
二、九年一贯制学校综合实践课程有效衔接的意义

九年一贯制学校的优势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学校的运
作成本；有利于教育资源的重组，提高办学效益；有利于教育资源、
教育理论的积聚及学校长远规划和重点建设的实施；有利于教师间
的竞争、合作、交流；有利于扩大学校的规模，提高办学效益。

要处理好中小学综合实践的衔接， 其策略关键是在六七年级
的顺利过渡和有效衔接上。通过中小学分设学段所呈现的不足，结
合九年一贯制所带来的优势，抓好这个有效研究点，通过对教师、
学生和课程的研究落实，建立联系，互相渗透，只要把握好衔接的
“度”，定能搞好衔接研究，为学生中学甚至是终身学习导航。

九年一贯制学校便于制定更科学的培养目标， 便于拓宽和共
享教育资源，便于打牢课程基础。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的主
体，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特色开发，具体设定 1―9 年级
各年段综合实践活动的目标。 这里所说的目标设定， 指的是大方
向、大范围。在同年段相同的目标、相同的实践内容中，学生都可以
以个体或小组合作的形式，选定自己研究的具体内容及方式。学生
所选的主题， 只要符合学生自己的身心特点、 认知规律及能力水
平，能充分地利用本地、本校资源，参与兴趣高，有利于其个性特长
的发挥，就可以认定为好的主题。
三、九年一贯制学校综合实践课衔接的策略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念、 目标内容如何? 应该如何组织实
施?教师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扮演何种角色、需要哪些素养?中
小学衔接的综合实践课题如何确定？如何分层设计各年级、各学段
的教学目标？教师如何组织集体备课？要做好课程的衔接需要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
1．教学内容的衔接

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水平，有目的、有步骤地
增加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确
保他们在进行下一步活动之前掌握所学的知识。 例如当某一阶段
的学习结束时， 教师应该小结学习要点， 从整体上归纳所学的知
识，为下一阶段的顺利学习和自然衔接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在新的
学习阶段开始时， 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引导学生回顾和复习已
经学过的主要内容，并据此提出新的学习任务和要求。比如小学六
年级的一些科学课的内容可以和初中的物理教学相互关联， 让学
生带着兴趣和已有的综合实践课的经验走进初二物理， 便于学生
更好的接受新知识， 在神秘的课堂学习中不断的提升自我的学习
力。
2．教学方法的衔接

通过双向听课及研讨，把握中小学教学方法的各自特点，并适
当渗透运用到各自的教学中去。叶圣陶先生早就指出：教是为了不
教。中小学教学的宗旨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学生掌握
科学的学习方法，逐步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3．学习评价的衔接

小学教师在教学中注重鼓励性评价， 以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促使学生主动乐意地参与学习；中学教师同样注意到学生身心
的发展，把握住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坚持正面引导，多找学生的闪
光点，让学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而且由于同校，中小学教师还可
以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4．学习习惯上的衔接

以英语为例，从中、低年级向高年级过渡时，教师应鼓励学生
保持如积极举手发言、学唱英语歌、做英语游戏、轮流在黑板上做
练习等英语学习的良好习惯。 同时老师还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课
前预习，找出问题的习惯；课内认真听课和做笔记，积极思考的习
惯；课后整理笔记，及时复习，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的习惯；培养学生
根据语法内容独立归纳规则的习惯。我校每一年小升初时，初一班
主任和六年级毕业班的老师总要在一起进行沟通， 这可以让小升
初的衔接更自然更和谐，少了波折。这也正是九年制学校的优越性
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体现。
5．学习能力的衔接发展

初中学生的表达能力、感知能力、识记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
力与小学阶段相比较处于定型前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这一特点，
小学阶段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上述诸方面的能力， 为中学学习
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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