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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山东省烟台第六中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12 人，

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2 处，进行农业种植活动。

一、课程开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开足开齐开好劳动课程，6-9 年级每

周 1 课时。学校以课堂教育为主，劳动课教师根据每个年级的《劳

动实践活动手册》进行教学活动。统筹安排课内外时间，采用集

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安排家务劳动、校园劳动和校外劳动等。

课外根据劳动清单，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劳动。

二、劳动基地建立情况

结合实际，学校对劳动实践基地建设作了整体规划，学校在

西北角和东北角专门开辟了一块“绿地”作为学生劳动实践园，

大约占地 300 平方米。学校分配后，由六、七、八年级 8 个班级

划片管理“责任田”，种植蔬菜或农作物。责任落实到班主任，

班主任规划每学期学生劳动实践的内容和时间。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2 万元，用于劳动实践园平整土地、

施肥、购买劳动工具以及蔬菜种子和农作物小苗、奖励劳动过程

中表现突出的班级和学生等，为学生劳动教育提供可持续的经费

保障。

四、选用教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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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6-9 年级选用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

为教材进行教学。

五、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劳动教育纳入

学生培养全过程，做好学校劳动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根据烟台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

育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全面实施意见》、芝罘区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结合学校实际，特

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育人目标

1.通过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理解劳动创造美好生活，领悟

劳动的价值，能够尊重普通劳动者，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2.通过实施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学习必要的劳动知识，掌

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并为将来的生产、生

活奠定基础。

3.通过劳动实践，对学生进行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劳动工具

和珍惜劳动成果的教育，并进一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助人为乐

的精神品质，增强集体荣誉感。

（三）课程实施

坚持学校和家庭、社会相结合开展劳动习惯养成教育，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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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校园日常劳动训练、生活实践劳动教育、传统工艺劳动教育。

通过自我服务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动和简单的生产劳动实践，

使学生初步学会一些基本的劳动知识，逐步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

良好的劳动习惯。

1.落实劳动课程设置

学校开足开齐开好劳动课程，实行 1+X 课时制度，每周 1 课

时，统筹安排课内外时间，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安排

家务劳动、校园劳动和校外劳动等。学校加强日常督导，确保落

实劳动实践时间。每学年开设一次劳动周活动，鼓励学生走向社

会、参与集中劳动。

2.确定教育内容

以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内容开展劳

动教育。注重基本劳动习惯养成，围绕劳动意识的启蒙，培养健

康行为习惯，感知劳动乐趣；围绕卫生、劳动习惯养成，培养家

务和校园劳动习惯，做好个人清洁卫生，主动分担家务劳动，适

当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体会劳动光荣。

结合实际，开展一些家政、烹饪、手工、园艺等相关内容和活动，

提高劳动教育实效性。

3.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1）加强校内劳动实践教育。发挥学校在劳动教育中的主

导作用，把劳动教育纳入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规划，开展劳动主题

教育，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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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重学生的自我服务。学校日常工作中渗透劳动教育，

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班级的物品分工管理，让学生人

人参与。

② 建立校园值日生制度。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清洁和绿

化美化，做好校园种植活动。加强各项工作的日常管理，班主任

加强本班学生劳动技能培训，通过“争先创优”提高学生的劳动

光荣感和集体荣誉感。

③开展好劳动教育活动。学校依托学科教学和社团活动，指

导学生灵活掌握各类知识和技巧，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2）鼓励日常家庭服务劳动。发挥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

础作用，密切家校合作，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动员学生与

家长沟通，主动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利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中的劳动实践机会，让孩子学会掌握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每年

有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技能。

① 各班级教育学生自己事情自己做，家里事情帮着做。利

用家访或家长会的时机，让家长成为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者和协

助者，形成劳动教育合力。

②家长督促检查，形成固定的家务劳动岗位。利用节假日期

间，为学生布置适合学生身心年龄的实践活动，规定时间内学会

做某一件事，由家长作指导，让孩子有所收获。

③形成班级劳动教育课程。根据家务劳动的需要，使学生认

识和选择劳动工具和材料，学会家务劳动的技能和技巧，如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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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浸泡、揉搓、漂洗等，厨艺技能揉、擀、包、切、洗、拌、

炒等。

（3）丰富社会劳动实践活动。学校以“研学活动”为载体，

组织公益活动，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家庭、社区组织

的助老助残、绿化美化公益劳动。利用相关的节日组织学生参加

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家长还要创造机会让学生走进新农村，体

验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文化。

（四）督导评价

建立学生劳动评价制度，评价内容包含参加劳动次数，劳动

态度、实际操作、劳动成果等方面，突出家务劳动评价，形成劳

动教育评价体系。坚持自我评价，辅以教师、同伴、家长等评价，

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改进。定期开展劳动素养监测。

在活动过程中举办劳动成果和作品展示，可以通过文章、照

片、艺术作品、视频、表演等形式分享活动经验。针对劳动实践

教育活动，各班级可以充分利用公众号进行分享与推广，扩大社

会影响力。

（五）条件保障

1.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了劳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副

校长任副组长，中层领导和各年级组长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对

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组织实施作出决策和部署，负责总体协调、人

事安排、经费投入、资源开发等方面工作，并及时管理和调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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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全面把握实施状况。

2.师资保障

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根

据学校劳动教育需要，配备 1 名专任教师，聘请一些校内外相关

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劳动实践兼职指导教师，积极开展劳动教育的

教研活动，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

3.统筹协调

加强组织协调，充分要发挥班主任、任课教师的作用。借助

家庭、社会的力量，共同关心支持劳动教育，每学期安排学生寒

暑假期间利用研学活动到社会综合实践基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

4.安全保障

加强对师生的劳动安全教育，强化劳动风险意识，建立健全

安全教育与管理并重的劳动安全保障体系。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

动的安全风险，认真排查、清除学生劳动实践中的各种隐患，在

场地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使用、活动流程

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防患于未然。

六、学校劳动实践月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4 月 1 日——4 月 30 日

（二）活动内容

活动一：掌握生活技能

孩子们要从小开始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培养独立生活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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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今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奠定基础。

(参与对象：六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六年级：学会分类整理生活、学习等用品，学会收拾碗筷、

擦桌子及摆放椅子，掌握系鞋带、叠衣服、扫地、拖地，洗碗、

清洗简单衣物等基本生活技能，学习日常生活自理，感知劳动乐

趣。

七年级：学会刷碗、洗衣服、独自整理房间等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认识常见蔬菜、肉类，学会清洗、切瓜果蔬菜，主动分

担家务。

八、九年级：做好自己房间的卫生清理、物品归整等；了解

饮食方面的知识，上网或向家长学做一道美食，为家里的餐桌添

一抹温馨。

活动二：校园种植活动

(参与对象：七、八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学校开辟了校园种植实验基地，七、八年级各班级学生认领

绿“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各班级自行准备蔬菜种子，开展

植物种植活动。班主任加强本班学生劳动技能培训，利用劳动课

讲解种植方法，认识各种农具。学生定期为植物浇水、施肥、写

出种植劳动日记，感受呵护生命成长的喜悦。

六年级的学生可以在班级或家庭中进行种花、种蔬菜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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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用心观察，细心呵护，并利用图片、文字、表格等记录植

物的生长过程，还可以写一写种植日记，记录种植心情，留下劳

动的美丽瞬间。

活动三：自我服务快乐多

(参与对象：七至九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组织学生做好值日，认真清扫校园、教室内的卫生，合理、

有序、整齐摆放教室物品，整理清扫用具；主动维护黑板、课桌、

讲台、教学仪器；认领绿植并进行养护等，让孩子们在劳动中享

受快乐。依托学科教学和社团活动，指导学生运用各种劳动工具

动手操作，灵活掌握各类知识和技巧，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四：学习美化生活

纸盒、塑料瓶、纽扣、旧衣服、边角木料、水果皮……我们

的智慧和巧手可以让它们来个“大变身”，用它们装饰我们的生

活空间，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亮丽色彩。

（参与对象：七至八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和家人一起来一次手工制作，将家中的废旧物，如衣物、书

报、玩具等重新组合，变废为宝，结合生活实际，设计一件简单

的工艺品或科技小作品来美化生活，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增进

家庭成员间的感情。

活动五：向劳动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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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美好事物的源泉。人的幸福存在于

生活之中，生活存在于劳动之中。的确如此，生活中的一切美好

来源于劳动。你也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劳动及劳动者的崇

敬和赞美吧！

（参与对象：六、七、八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以手抄报、绘画、书法、贺卡等形式表达自己对“劳动”的

理解，对劳动者的尊敬和感恩。

（三）评价与奖励

日常劳动卫生与卫生检查评比工作相结合，纳入常规先进班

评比；评选“劳动之星”、“劳动小能手”、优秀劳动班集体，

成绩纳入常规先进班评比。劳动实践月有关活动可以通过微信公

众号等途径展示。

七、学生劳动清单

（一）家庭劳动

1.整理自己的床铺、书桌

2.自己剪指甲

3.周末饭前饭后餐桌整理

4.每周为自己和家人手洗小件衣物 1-2 次

5.分类收纳自己的衣物

6.每周承包一天家里的洗碗任务

7.每周至少一次扫地、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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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每月为家人做 1—2 次营养早餐

9.养一种植物，并记录养护过程及心得

10.每周清扫一次班级卫生

（二）学校劳动

11.每学期合作完成至少一次板报更新

12.每月参加一次校园志愿活动

13.管理班级绿植，美化班级环境

（三）社会劳动

14.为周边场馆进行一次解说服务

15.参加社区环保、卫生清扫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

16.参加一次职业体验或农忙劳作

八、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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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八年级 科目 实践 备课教师 程丽娜

课 题 人间仙境——蓬莱阁 使用日期 第 2 周第 1 课时

教

学

目

标

一、知识目标

调查了解蓬莱阁主要旅游景点及主要特点

二、能力目标

收集与蓬莱阁有关的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

三、德育（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团结合作精神培养

教学重点 蓬莱阁的旅游景点及主要特点

教学难点 收集与蓬莱阁有关的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

课型 新授课 教具学具

教

学

内

容

一、 新课导入

大家去没去过蓬莱阁？大家知道有关蓬莱阁多少知识？

二、进行新课

1、蓬莱阁景点及特色

蓬莱阁同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武昌黄鹤楼齐名，被誉为我国古

代四大名楼。蓬莱阁虎踞丹崖山巅，它由蓬莱阁、天后宫、龙五宫、吕祖殿、

三清殿、弥陀寺六大单体及其附属建筑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面积 1.89

万平方公里。这里是观赏“蓬莱十大景”中“仙阁凌空”、“渔梁歌钓”二景

的最佳观景处。 灵阁凌空：蓬莱阁高踞丹崖极顶，其下断崖峭壁，倒挂在碧

波之上，偶有海雾飘来，层层裹缠山腰，画栋雕粱，直欲乘风飞去。游人居身

阁上，但觉脚下云烟浮动，有天无地，一派空灵。前人诗云：“嵯峨丹阁倚丹

崖，俯瞰瀛洲仙子家。万里夜看日赐谷日，一帘晴卷海天霞。”

2、蓬莱阁传说、历史故事

蓬莱蓬莱阁道教名胜。在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城北一公里处的丹崖山巅。

创建于宋嘉祜六年(1061年)，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巡抚李戴于其旁增建了一

批建筑，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知府杨丰昌和总兵刘清和主持进行扩建，使

其大具规模，后又得以多次修缮，1982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

高 15米，双层木结构，重檐八角，四周环以朱赤明廊，供人极目远眺，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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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匾额楹联众多，犹以清代大书法家铁保书的“蓬莱阁”巨匾著称。阁下面

临大海，建筑凌空，海雾四季飘绕，素有“仙境”之称。史载秦始皇、汉武帝

都曾为寻求仙药先后来此，传说秦方士徐福受始皇之遣由此乘船入东海去求仙

丹，著名的“八仙过海”神话故事传亦在此，自古为文人墨客雅集之地，历来

是道教炼士修真之境，阁之附近现存留历代文人雅士观海述景题刻二百余处；

登临阁廊，举目远望，长山 蓬莱阁夜景图

列岛时隐时显，东北海疆碧波连天，春夏之际，海市蜃楼时时光临登州海

上，使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阁南有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龙王宫等道

教宫观建筑，均依丹崖山势而筑，层层而上，高低错落，与阁浑然一体，总建

筑面积达 18900余平方米；阁东有苏公祠，东南建观澜亭，为观赏东海日出之

所，西侧海市亭，因为观望海市蜃楼之境而名，又因其三面无窗，亭北临海处

筑有短垣遮护，亭外海风狂啸，亭内却燃烛不灭，故又名避风亭，亭内墙壁上

嵌有袁可立《观海市》石刻九方。整个建筑陡峭险峻，气势雄伟，朱碧辉映，

风光壮丽。是山东著名的旅游胜地。

三、课堂小结

通过本节课大家对蓬莱阁都有哪些了解和认识

板

书

设

计

1、人间仙境——蓬莱阁

一、蓬莱阁景点及特色

二、蓬莱阁传说、历史故事

作业

布置

必作

选作

教

后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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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长档案

（1）劳动手抄报

（2）种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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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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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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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校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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