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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芝罘区锦绣小学
2022—2023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烟台市芝罘区锦绣小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17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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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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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专门开辟了一块“绿地”作为学生劳动实践园，学校分配后，

由各年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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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投入年度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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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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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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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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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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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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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注重基本劳动习惯养成，低年级围绕劳动意识的

启蒙，培养健康行为习惯，感知劳动乐趣；中高年级围绕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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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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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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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的物品可以分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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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加强各项工作的日常管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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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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

基础作用，密切家校合作，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家长根据

孩子年龄特点，要求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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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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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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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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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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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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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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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学校劳动实践月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5 月 1 日——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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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为今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奠定基础。

(参与对象：一至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一、二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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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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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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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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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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生)

具体形式：

学校开辟了校园种植实验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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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三：自我服务快乐多

(参与对象：一至五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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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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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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五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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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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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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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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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纳入常规先进班评比。

六、学生劳动清单

小学低年级（1-2 年级）劳动教育清单

（一）家庭劳动

1.每天自己穿衣服、叠被子

2.每天自己洗脸、刷牙

3.自己洗脚

4.自己系鞋带、系红领巾

5.自己收纳文具、整理书包

6.用餐时帮家人拿取、摆放碗筷

7.每周洗一次袜子、红领巾等小件物品

8.每月为家人做一次果蔬拼盘或水果沙拉

（二）学校劳动

9.每天整理课桌和学习用品

10.每周一次使用简单工具参与班级卫生扫除

11.每周一次合作摆齐班级桌椅

12.每月整理一次班级图书角

小学中高年级（3-5 年级）劳动教育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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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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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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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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房间——叠被子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1、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体验成功的喜悦。

2、学习叠被子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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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掌握整理床铺的方法，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教学重难点：能掌握整理床铺的方法，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教学过程：

（一）活动导入

师：每天起床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哪些是你自己

做的呢？你们会叠被子吗？有谁知道正确叠被子的方法

吗？

（二）学习叠被子、整理床铺

1.教师示范，请观察。

⑴在床上，先把被子展开铺平。

⑵将被子的两条长边向中心对折叠成三道，叠成一个长条。

⑶将长条两边往中心线对折。

⑷再次对折，将被子整理成小方块（像豆腐一样）。

⑸被子叠好后放到床尾。

⑹把枕头放平整，将床铺铺平整。

2.与学生共同回忆讨论如何叠被子、整理床铺。

3.请同学上前叠一叠被子。

4.开展叠被子比赛，让学生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体验

自主劳动的乐趣。

（三）课堂小结

师：大家学会了整理床铺的方法，以后，小朋友自己就

可以做这些事情了，从今天起，看看谁是最棒的，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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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自己做。

教学效果：学生学习叠被子热情极高，大部分孩子能把被子

叠成豆腐块。有些孩子对自己要求不够高，叠的被子不够美观。

可以增加欣赏评比环节，并多多练习，提高水平。

九、成长档案

（1）发现劳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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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劳动之美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