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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柞村中学，专职劳动教育教师 0 人，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三人，校内劳动基地两处，校外劳动基地无。 

二、课程开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6-9 年级每周 1 课时。学校以

课堂（课外）教育为主，形式有：家务劳动、公益劳动与

志愿者服务、生产劳动等。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1 万元，用于劳动教育的校内教

育基地的耕种、维护、学习陶艺和面塑制作过程的材料等。 

四、选用教材情况 

学校选用劳动教育教材为：  6-9 年级使用 山东文艺出

版社 出版社出版的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五、学校实施方案 

 

 

 

 

 

 

 

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为指导，以建设具有鲜明

学校特色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文化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及良好个性品质为目标。以形成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 资源充足，规范课程实施与管理，保

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各项要求的全面落实，以此为契机，

紧密结合学校交教育理念和主体办学指导思想。树立学校

品牌、开创学校特色、提高办学水平。 

二、活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个性特长，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自我完善的能力。 

2.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意识，提高学生思想品德修养和

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使学生热爱生活，

有个性、适应社会。 

4.通过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培养一批复合型，科研型

的教师。 

三、活动开发原则 

1.自主性原则:尊重学生主体性地位，以学生自主活动

为主， 

多给学生创造想象空间。 

2.自愿性原则:尊重学生的意愿，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

特长。 

3.灵活性原则:结合校内外实际，教学内容，方法以学



生的实际情况而定，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 

4.开放性原则:体现目标的多元性，内容的广泛性，时

间空间的广城性，评价的差异性。 

5.实效性原则:以师资实际情况为基础，结合学生实际

开发谋程，保证课程的实效， 

四、活动内容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基本领域是研究性学习活动，社

会实践和社区服务，也包括班团队活动、校传统活动、心

理健康教育。环境教育、科技教育等活动内容。在我校课

程设置中，具体安排以下几方面的话动: 

(-)文化艺术类:舞蹈世界、剪纸艺术，美术工艺、节法、

美文诵读英语角等。 

(二)社会生活类:旅游世界。生物与生活、走近历史名人、

植物种植因等。 

(三)科学技术类:科技。生活中的物理/化学等， 

(四)科技制作发明类:航模制作，电脑给围设计.陶艺加

工 

艺等。 

(五)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文峰山远足， 

（六）居家劳动与生产劳动：中考结束后至暑假前初

中毕业生居家做饭、帮助生产劳动、种植基地参观访问等。 

各年级、班级组织的班团、队活动课符合主题的，也

视作综合实践活动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建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领导小组。 

组长:刘延周 

成员:宋冠军 于彬 孙桂良 郎旭翠 卢晓燕 肖子龙 陈永良 

(二)前期论证 

1.利用现有资源，征集教师意见， 

2.将活动开发的课程纲要拿到学生确定活动的具体内容， 

征求学生家长是否有意愿参与，学生及家长中征求意

见看所开课。 

(三)培训师资 

1.综合实践课程理论学习。 

内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校本课程研究。 

培训方式:讲座、研讨， 

2.教师专业知识培训，学校对全体教师进行相关专业知

识培训 

(四)撰写活动纲要。 

纲要间明以下几方面内容: 

1.活动目标: (全面、 恰当、清晰地闸述课程涉及的目标

与学习水平) 

2.活动内容安排 

3.活动实施: (包括方法、 组织形式，课时安排、场地、

设备、班组规模等) 

4.活动评价: (主要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定， 涉及评定方

式，记分方式、成绩来源等) 



(五)活动实施。 

1、任课教师组织教学活动。各年级年级按间周一节劳

动实践理论课，间周一次劳动实践活动的安排，老师认真

计划，组织活动，教给学生劳动技能，完成劳动任务。 

2、领导小组、教研组长、做好监控、测评，参与听评

课的指导，调控校本课程实施情况，总结经验，解决问题。 

3、初四毕业后班主任下发致家长一封信，告知家长暑

假期间劳动安排，要就家长做好监督和提醒，并交给劳动

技能提醒安全，每周六在班级群晒出劳动照片，各班级评

选出优秀个人，并对下一个周的劳动实践提出要求。 

(六)课时安排:严格执行每周三下午 2 课时安排，禁止挪

用。 

六、活动评价 

1.对教师的评价。通过多与活动、查闽资料。调查访问

等形式，对教师进行考核，并记入业务档案。主要是五看:

一看学生实际接受的效果，二着领导与教师参与活动后的

反映，三看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四看教师的教学案例、

教案等，五看学生特长发展阶段成果。2.学生的评价。校本

课程不采用书面方式的考试或考查，对学生评价主要是发

展性评价:一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情感态度价值

观.积极性、参与状况等，可分为“A.B.C、D 等级”等形式

记录在案，作为“优秀学生”评比条件。二看学生学习的

成果，学生成果可通过实践操作、作品鉴定、竞赛、评比、

汇报演出等形式展示， 



成绩优秀者可将其成果记入学生成长记录袋中。 

七、活动管理管理 

1.分管领导调控校本课程实施情况，对校本课程实施情

况搞好阶段验收、评价。 

2.任课教师认真备好每一节课，按步强实施，随机开课，

随时测评。 

3.教师必须有计划、有进度、有教案， 

4.教师应按学校整体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规定的课时

与教学目标。 

5.教师应保存学生的作品、资料及在活动、竞赛中取得

的成绩资料。 

6.任课教师要认真写好教学案例，及时总结反思等。 

7.每学期召开一次综合实践活动研讨会，展示优秀教师

的成功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活动的实施情况。 

八经费保障 

学校保障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发、编辑、实施、活动、

评价及奖励。 

柞村中学 

2023. 8 

 

六、劳动周方案及佐证材料 

懂得感恩，向劳动者致敬 

—学生体验职业角色实践活动劳动周方案 

 



活动目标： 

1.增强学生对劳动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2.帮助学生了解农民的生活和劳动特点 

3.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提高对农业的认识

和了解 

活动时间：（2023.9.8-9.16） 

活动地点：自家菜园、庄稼地 

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活动流程： 

宣传和报名阶段（活动前一周） 

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栏、班级微信群等方式宣传活动，

吸引学生报名参加。同时，组织学生自愿报名，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农民角色体验活动。 

开幕式（活动第一天） 

在操场举行开幕式，校长发表致辞，介绍活动的目的

和意义，宣布活动正式开始。同时，邀请农民代表发表演

讲，分享农民的生活和劳动经历，让学生了解农业的重要

性和农民的辛勤付出。 

学生体验农民角色实践活动（活动第二天至第十天） 

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农民角色体验小组，每个小组安排

相应的指导老师或农民进行辅导和指导。学生可以参与的

农民角色体验活动包括： 

种植体验：在农田或蔬菜基地进行实践，学习种植作

物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播种、浇水、施肥等。 



养殖体验：在农村或养殖场进行实践，学习养殖动物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喂食、清洁、疾病防治等。 

收获体验：在农田或果园进行实践，学习收获作物的

基本知识和技能，如采摘、储存、运输等。 

通过参与农民的日常劳动，让学生了解农民的辛苦和

付出，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和技能，同时提高对农业的认

识和了解。 

农民交流和分享会（活动最后一天） 

在活动结束前，组织一次农民交流和分享会，邀请参

与体验的学生和指导老师分享自己的收获和感悟。同时，

邀请农民代表发表演讲，为学生提供农业知识和技能指导，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农业和尊重农民的劳动成果。 

 

 

 

 

 

 

 



    七、劳动清单 

 



 

八、教学设计 

圣虫的制作教案 

一、出示活动目标 

主要活动过程 

环节一：学做圣虫 

活动１：实物展示导入新课，了解掌握有关圣虫的习

俗及寓意 

活动２：观看圣虫的制作视频 



活动３：两人一组制作圣虫 

活动４：展示交流、点评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搜集资料，了解有关圣虫的

来源、习俗及寓意，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然后再观看制

作圣虫的视频，让学生大致了解圣虫的制作方法；再让两

人共同完成一组圣虫，一个做莲花底座，一个做圣虫身体，

培养学生分工、合作意识；最后对完成的作品互相参观点

评，让学生参与评价，活跃课堂气氛。） 

环节二：创意比赛 

活动１：欣赏多种圣虫图片 

活动２：制作不同种类的圣虫 

活动３：小组合作创意圣虫 

活动４：展示交流、评价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欣赏不同形态的圣虫，为学

生下面做不同种类的圣虫做好铺垫；然后小组合作完成创

意圣虫，展示作品并说出寓意，可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创造力，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培养合作意识。） 

环节三：诵读歌谣 

活动１：师生共同创编《面塑谣》 

活动２：集体诵读《面塑谣》 

（设计意图：老师先给出面塑谣的两句范例，引导学

生根据范例编写创作“面塑谣”，渗透面塑文化，进行非遗

传承教育，使学习效果再次得到升华；编写也能充分调动

学生创作的积极性，展现其聪明才智；集体诵读可使本节



课教学达到高潮。） 

三、课堂小结 

活动１：学生谈收获和感悟。 

活动２：教师总结，进行情感教育。 

（设计意图：先让学生自己总结，老师可以了解学生

本节课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情感目标的达成度；

老师可根据学生的总结再进行补充，再进行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热爱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情感教育。） 

四、课后活动 

  办一期有关圣虫的手抄报，进行最佳小报评选。 

五、教后反思： 



  总体来说，本节课授课效果较好。大部分学生课前能

搜集相关资料，对圣虫的来源、习俗、寓意等有一定了解，

课堂上提问交流效果较好。蛇形圣虫比较简单，大部分学

生基本都能完成任务，并掌握制作的基本技法。但对于其

他形态的圣虫制作效果一般，仅有几名同学能完成任务。

创意比赛环节，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想象力确实令人吃惊，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面塑谣编写过程中，也充分展现

了学生的创作力。本节课不足之处：由于时间不足，个别

组的任务没有完成。今后，如果发现问题，老师应该及时

指导、帮助。 

九、成长档案 

 

 

 

 



 

 

 

 

 

 

 

十、学校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