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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第十五中学 

2021—2022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烟台第十五中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2 人，校内

劳动教育基地 4处，进行果树和蔬菜的种植、管理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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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初二初

三年级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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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后

面专门开辟了四个花园作为学生劳动基地。学校总务处进行划片

分配后，由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划片管理，种植各类果蔬或蔬

菜。责任落实到总务处，总务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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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劳动基地平整土地、施

肥、购买劳动工具以及果树苗木和蔬菜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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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选用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为教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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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学。 

五、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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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活动课程的指导意见》和芝罘区教体局《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

动教育的实施意见》，为切实加强我校劳动实践基地建设管理，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劳动技能和实践水平，培养学生善

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总结的意识，增强学生动脑和动手的能

力，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我校劳动教育工作将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实践育

人”为基本途径，加强劳动基地建设。坚持有计划、有组织、有

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积极探索劳动教

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培养学生的生活、

生存技能，在动手动脑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使学

生全面发展。 

二、劳动教育领导小组 

组 长：董春 

副组长：隋旭亮 

成 员：郭圣范 牟纯松 邹积杰 李超然  郭斌 各班主任 

三、目标任务 

（一）多渠道宣传，提高认识，形成良好的劳动教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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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是培

养二十一世纪建设人才必须遵守的守则。对学生加强劳动观点和

劳动技能的教育，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是学

校教育的重要教学任务。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活动，以达到劳动育人的目

的。 

打通渠道，拓宽开放外延，为学生搭建多元的成长舞台。从

学生的认知、情感规律出发，广泛为学生创建服务实践岗位，开

展体验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服务岗位实践活动中，用自己

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用自己的理智去感悟生活

的意义和做人做事的道理，从而内化为健康的思想、品格，外显

为良好的行为和自觉习惯。 

1、组织“爱学校”的集体劳动，每个学生在班级内寻找适

合自己的小岗位，在为集体、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让学生体验劳

动的快乐，培养责任感。各班有劳动责任区，各班主任要组织学

生到责任区参加劳动实践活动，把责任区作为向学生传授知识的

另一课堂，确保“时间、地点、人员、效果”四落实。 

2、组织“爱父母”的家庭劳动，开展“做爸妈的帮手”活

动。要求学生每天坚持帮助家长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如

扫地、洗衣、叠被等。 



4 

 

3、组织“爱社会”的公益劳动，加强学校劳动教育与社区

教育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给孩子积极参与并实践

劳动技能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与平台，让其感受劳动的快乐与光荣。   

（三）加强劳动基地建设，让学生在基地劳动实践活动中学

本领，做主人。  

1、学校拟将校东南角消防水池上方的规划绿化面积设为学

校劳动基地，分片划拨给各班自主经营管理小菜园。通过一系列

的种植实践活动，使学生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观察周围的

事物和农业生产过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从而培养学生正确

的劳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增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2、种植班级初一年级组、初二年级组、初三年级组，地点

在音乐教室西侧的绿地，以种植各季蔬菜、瓜果等作物为主。在

总务处的带领下，各班班主任负责组织本班学生进行劳动实践活

动，每学期进行“动一动比一比”活动。 

3、总务处和校团委将对各班的实践基地命名为“XX 班少先

队劳动实践基地管理”或“XX 班团支部劳动实践基地管理”。 

4、劳动基地以“种——赏——收——品”为劳动基地建设

和综合实践课程的工作主线，以“品”贯穿整个建设过程，品

“种”的辛苦，品“赏”的乐趣，品“收”的喜悦。学生通过观

察发现，进行种植实践，增强他们的农业科普知识，通过写观察

日记和科普小作文，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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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劳动综合实践活动，使学生体验到劳动成果带来的

快乐，享受成功的喜悦。同时，学生在交流中学会合作，在合作

中提升品位，团结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得到加强，同时激发

学生热爱家乡，热爱自己校园的情感。 

6、教师深入劳动基地，与学生一起种植、一起管理，组织

学生写观察日记，撰写科普小论文等，其作品可不定期展出，并

评出“种植小能手”。教师通过亲身参与，真正体会到综合实践

活动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科的教学密切相

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四、保证措施 

1、学校要重视劳动教育，成立学校劳动教育领导小组，把

劳动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保证劳动教育的实效性和多

样性。 

2、计划校内开办劳动教育课，每班级每周一课时，每学年

每个班级开办一次劳动周活动，以校园劳动为主，由综合实践老

师和总务处老师负责，带领学生开展整理菜园、清扫校园等校内

劳动。 

3、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对学生家长进行劳动教育重要

性的宣传，引导家长认识劳动对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质，养成

良好行为习惯的作用，使家长能积极主动配合各项校内外教育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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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部门各班级要高度重视劳动基地建设，提高基地的建

设水平，使基地美观、实用，提高基地的示范作用，提高基地育

人功能和社会服务水平。 

六、学校劳动周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围绕学校“我劳动、我快乐”的学习主题，丰富“博观约取，

力学鸣谦”校训的精神内涵，践行“自主、合作、实践”的德育

模式，注重在实践劳动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劳动习惯，引导

学生在劳动生活中发展个性，从而帮助学生创造新生活。 

二、参加对象 

初一、初二、初三年级 

三、实施方案 

—、承包责任田 

1、以班级为单位申请承包责任田。学校按面积平均划分好

劳动基地责任田，班级成立责任小组进行承包，每班承包 1块田。 

2、种植计划。班级制定栽种计划，并将责任小组分组情况

和详细栽种计划于 9 月 17 日之前上报总务处，审批通过后，授

予田地标识牌，并分发劳动工具。建议班级每个责任小组成员数

不超过 10人。 

3、松土播种。在 9 月底之前各责任小组应该根据本小组的

计划完成除草、松土、施肥、栽种。(耕种仪式时间将另行通知) 

二、劳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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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草、施肥等过程管理。每班级与总务处老师结对，每

个基地责任田有一个总务处老师负责劳动指导，负责人提前与班

级责任小组协调好，定期到田地中进行除草、施肥等过程管理。 

2、收获季采摘。田地的农作物到了可以收成的时候，按照

总务处负责老师的指导进行作物采摘。 

四、权利义务 

1、种子最好选择适合本季节的，比如:小白菜、大蒜、萝卜、

菠菜、油菜等。学校将提供萝卜、油菜、小白菜的种子，涉及其

他的种子自主购买，建议在班主任或者总务处负责老师的指导下

购买优良品种。从劳动基地收获的农作物由班级支配，鼓励学生

通过义卖等方法资助社会弱势群体。 

2、凡申请承包的小组，都必须严格按照小组计划进行栽种，

并做到定期维护、适时保养，建议小组经常请教总务处负责老师

进行实地指导。凡空有计划却不栽种，学校将收回田地，并予以

严肃批评。 

3、承包小组必须设有小组长，同时要有清晰的组织结构，

有完善的栽种计划，要有明确的任务分配方案，要责任到人，落

实到事。 

五、活动评价 

学校将专门成立劳动基地监督领导小组，随时监督田地栽种

和维护过程情况，在期末组织劳动实践基地活动成果评比，根据

班级小组栽种计划、过程养护情况、劳动成果情况、活动资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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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图片、影像）等方面，评定学分，评出优秀劳动实践小组并

给予奖励。 

 

七、学生劳动清单 

初中劳动教育清单 

一、家庭劳动 

1.自己洗头、洗澡，保持个人卫生 

2.自己刷鞋 

3.整理衣橱，保持个人衣着整洁 

4.每月洗一次枕套、床单 

5.每月整理一次厨房调味品 

6.每月完成一次洗衣、晾晒、收纳 

7.做一周家庭记账员 

8.每月独立为家人做一次三菜一汤一饭的正餐 

9.每月清理一次洗手间 

二、学校劳动 

10.合作完成班级值周及卫生区的清扫任务 

11.每学期参加一次校园劳动周，参与果树种植、施肥、浇

水等管理 

12.冬季每逢下雪后及时清扫校园积雪 

13.每学期至少参与 1 次餐厅帮厨 

14.每学期体验一次图书管理、校内文明岗等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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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劳动 

15.参与一次义工服务，如慰问老人、环保等活动 

16.进行一次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职业体验 

八、教学设计 

校园果树种植教学设计方案 

教学课时 

1 课时 

教学背景 

果树种植是一项充满艰辛而又让人感受到喜悦的劳动，研究

果树种植的过程能较好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行为习惯、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品质，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它集劳动、趣味、

技术于一身，是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一种绝佳手段，因此值得

尝试和推广。 

教学目的 

1、通过研究，让学生感受生活的艰辛，培养他们勤俭节约、

丰衣足食的劳动理念。 

2、通过研究，在动手实践的同时，锻炼学生的大脑，提高

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 

3、通过研究与实践，提高小组组长的管理能力，培养小组

分工合作力，提高小组合作的有效性。 

4、通过动手实践和撰写报告，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

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能力，提高信息处理与分析能力、口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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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力以及基本书面表达能力。 

教学过程 

一、学习给果树剪枝 

1、通过查阅资料，从理论上学习如何给果树剪枝，了解剪

枝的注意事项。 

2、指导老师示范剪枝过程。 

 

3、动手实践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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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给果树施肥 

1、指导老师讲解施肥的步骤及注意问题 

2、动手给桃树施肥 

3、形成正确的施肥观，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 

 

 

三、测定土壤的酸碱度 

1、取土壤样品，加水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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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上层清液，过滤。 

 

3、测定滤液的酸碱度 



13 

 

 

 

 

课后反思 

真正的劳动教育是心的教育，而不只是身的教育,做了什么

不重要,为什么要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收获了什么?这两个问题比

前者更有价值,所以劳动前的引导与劳动后的总结是至关重要的

环节，这才真正涉及劳动教育的艺术与价值。通过学习果树的管

理，体验劳动带来的快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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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长档案 

（1）手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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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务劳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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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期家务劳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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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校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