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
2022-2023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6

人，有校内外劳动教育基地，进行农业种植活动。

一、劳动教育课程开展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开足开齐开好劳动课程，初一初

二年级每周 1 课时。现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6 人。学校以

课堂教育为主，劳动课教师根据每个年级《劳动实践活动手

册》进行教学活动。按照国家课程要求开设劳动课程,在课

时安排上，各年级每周 1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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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校内劳动实践基地建设作了整体规

划，学校西面、东面、北面都开辟了 “绿地”作为学生劳

动实践园，大约占地 １３０平方米。学校分配后，由生物

社团、厨艺社团划片管理“责任田”，种植农作物。责任落

实到社团老师，社团老师规划每学期学生劳动实践的内容和

时间。

校外劳动种植基地于 2021 年 6 月在莱山区“弘邦宝第”

小区山上建立。面积约 200 多平方米。学校组织学生在校外

劳动基地定期进行种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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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每个年级选用我校自编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进

行教学活动行教学

五、学校劳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烟台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生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及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开好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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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实际，

特制定我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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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劳动教育、社会服务

劳动教育、职业体验。通过校园日常劳动、家务劳动、传统

工艺劳动教育、社会服务劳动和职业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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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习惯以及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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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级围绕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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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领导和各年级主任为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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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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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高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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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校劳动实践月活动方案

在劳动实践月中举办劳动实践节，培养学生的劳动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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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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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形式：

初一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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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家庭种植、烹饪、

厨余清洁，学习采购健康安全的食品，感知劳动乐趣。

初二年级：学会刷碗、洗衣服、独自整理房间等力所能

及的家务劳动，更深入学习家庭种植、烹饪、厨余清洁技能、

采购健康安全的食品，主动分担家务。

初三四年级：做好自己房间的卫生清理、物品归整等；

自觉进行家庭种植、烹饪、厨余清洁、采购健康安全食

品的家务劳动，主动分担家务，为家里增添一抹温馨。

活动二：校园种植活动

(参与对象：生物社团、厨艺社团学生)

具体形式：

学校开辟了校园种植实验基地，生物社团、厨艺社团学

生认领绿“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各社团自行准备蔬菜

种子，开展植物种植活动。社团老师加强学生劳动技能培训，

利用课余时间讲解种植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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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至初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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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仪器等，让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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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家庭劳动

采购、种植、烹饪、清洁、修理、安装、收纳整理、手

工制作……学生的智慧和巧手可以为家庭的生活增添亮丽

色彩。

（参与对象：初一至初四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和家人一起来劳动，无论做哪一项家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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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对象：初一至初四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利用班级的展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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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六：社会劳动实践

各班级可以以多种形式开展，职业体验、社区服务、公

益劳动、农业种植……学生可以集体劳动，也可以个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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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家务劳动小助手

——烟台十中劳动教育系列之家务劳动篇

家务劳动指学生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必须从事的力所

能及的劳动。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

服务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烟台十中非常重视家务劳动在劳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引导家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家务劳动观，让学生积极从事

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不断提高家务劳动技能。

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学生们积极的参加家务劳动，

每天都能帮助家长完成一定量的家务劳动，既减轻了家长的



家务劳动负担，也增强了学生的家庭责任感和自理能力。

烟台十中学生应掌握的家务劳动技能：

初一：清洗碗筷、卫生清扫；

初二：收纳整理、垃圾分类；

初三：缝补、衣物洗涤（学会使用洗衣机）；

初四：做家常菜，米饭、面食。

2022-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家务劳动小标兵

班级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初一.1 班 宋昱洁 张盛涵 李泳锌 杨若菲 吕翰霖

初一.2 班 杜玫琛 夏敬轩 王泽楷 白昊麟 徐艺宸

初一.3 班 宫乃芳馨 刘家祯 梅思怡 李昊轩 袁卿萌

初一.4 班 程子懿 王艺程 王俊博 孙艺迅 李竞芳

初一.5 班 武钊琳 臧沐锦 刘昊瀚 刘子涵 陈锴

初一.6 班 郭晓晨 刘知雨 刘钊希 麻瀚文 刘庚鑫

初一.7 班 辛雨桐 解辰皙 赵力纬 庞凯文 寇浩然

初一.8 班 杨稼澍 迟丁瑞 高雅宁 贺梓沐 刘若瑜

初二.1 班 张译丹 罗浩宇 耿睿朵 汤冠华 孙浩博

初二.2 班 汤佳睿 刘馨月 侯雅文 刁小翔 王梓涵

初二.3 班 徐子林 林泳希 杨东霖 梁景谙 牟月红

初二.4 班 杜孟飞 宫天凯 苏昭宇 刘朵 姜程铭

初二.5 班 邹璇钲 赵航平 孙赫 滕逸飞 程莫涵



烟台十中学生应掌握的家务劳动技能：清洗碗筷、卫生

清扫、收纳整理、垃圾分类、缝补、衣物洗涤（学会使用洗

衣机）、做家常菜，米饭、面食。

建议分段培训孩子的家务技能：

初一：清洗碗筷、卫生清扫；

初二：收纳整理、垃圾分类；

初三：缝补、衣物洗涤（学会使用洗衣机）；

初四：做家常菜，米饭、面食。

七、学生劳动清单

初中学生劳动教育清单

（一）家庭劳动

（1）清洁整理。能独立洗、晒、理自己的衣物。对自

己的房间能有合理的规划（学习区，休息区，衣物区等），

每周定期整理，保持房间整洁清爽。

（2）照顾亲人。能照顾家中老人和幼小弟妹，掌握基

本家庭急救措施。

（3）待客之道。会泡制茶叶、咖啡等日常饮品，能编

发节日祝福短信、微信；学会传统佳节亲友生日、探视病人

时礼品选择与包装。

初二.6 班 吕依诺 崔译匀 徐凡晴 郝家骏 刘俊邦

初二.7 班 张珈畅 翟家皓 王祖昊 郑好 王宝宁

初二.8 班 宗宸宇 郭振瑜 吕万琳 王艺霏 张相谊



（4）出行规划。为个人或家庭出行、旅游做合理设计、

规划。

（5）拿手好菜。学会削皮、切块、切片、切丝的简单

刀工，掌握蒸、煮、煎、炒、煲汤等基本烹饪技能，会两三

样拿手菜。

（６）采购健康食材，理性购物。学会采购时看配料表，

辨别对身体有害的成分， 购物时有节制。

（７）家庭种植。学会利用花盆、一次性饭盒、塑料桶、

泡沫等开展阳台种菜，培养爱心，养护生命。

（二）美化校园

（1）教室布置。创意布置教室黑板报、读书角等文化

阵地。

（2）校内劳动。每周每生完成 1 课时校内劳动时间，

可以是班级值日、校园保洁、图书整理、午间用餐劳动、食

堂帮厨等集体劳动。

（4）公益活动。结合学校团日活动和德育活动，参加

校园公益活动。

（5）垃圾分类。以身作则对校园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三）志愿服务

（1）职业体验。利用假期，尝试 1-2 项职业体验，初

步建立职业意识，为将来职业选择做准备。

（2）志愿服务。以班级为单位，寻找合适的劳动定点

实践基地，社区孤寡老人的家政服务，进行志愿者服务。

（3）乐善好施。拟定“学雷锋”活动方案，结合实际



情况，在校园或社区以“做好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

扎实有效的爱心服务行动。

八、成长档案

九、成果展

劳动教育成果汇总

1.劳动教育课题组发表文章：吴军宁 张宝方 《食育寻回下

一代的文化自信》中小学教育 2023 第 9期、吴军宁 徐宁《“食

育”，很值得补的一课》2023 第 1 期。



2.市级公众号发表劳动教育活动

烟台十中举行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校外种植基地揭

牌仪式，在烟台市综合实践教育公众号中报道。



烟台十中开展”探寻家乡味道“美食研学之旅在烟台市综合

实践教育公众号中报道。



3.劳动教育教师、学生获奖证书







十、教学设计

团扇制作课程 1

一、教学内容：手工团扇制作--扇面和扇柄制作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手工团扇制作的基本方法，

了解扇面、扇柄制作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2、通过动手实践，学习中国传统扇子的制作方法，培

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传统艺术的良好情操。

3、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动脑的良好品质，提高学生对传

统手工艺品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表达。

三、教学重点：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技能来制作扇面和扇

柄。

教学难点：如何运用合适的材料来制作出扇面和扇柄。

四、教学准备：白色或者彩色的卡纸、圆规，剪刀、刻刀、

胶棒等材料。

五、课时安排：第 1 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导入：展示身穿演出服装的学生手拿团扇表演的视频

和图片资料。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请学生思考下面的

问题：

2、问：这位学生手拿的这种扇子是什么类型的扇子？团

扇出现的历史？扇子一般使用哪些材料来进行制作？

师生总结后答：团扇，又叫宫扇，纨扇。是中国汉族传

统工艺品及艺术品，是一种圆形有柄的扇子。一般最早

出现在商代。一般的材料是用

丝、绢、竹等材料来制作。

任务一：

1、师生进行团扇作品的欣



赏，初步了解团扇造型的特点。

2、欣赏《瑶宫秋扇图》清代晚期画家任熊所创作的一

幅绢本设色画。

师生总结团扇的造型特点。

任务二：

1、针对团扇的制作造型，了解团扇的材质。学生如何

根据材质来选择合适的材料？

古代团扇的形状多种多样，一般以圆形团扇、椭圆形、

花瓣形、芭蕉形等为主。

选择的材料多用白色、米色、褐色厚卡纸等材料。扇面

和扇柄多采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制作。挂坠是用编绳等来

进行编结。

任务三：

1、学生根据扇面的造型特点，如何根据所准备的材

料来进行扇面的制作？

2、学生分组探究如何根据扇面的造型来制作扇柄?

出示团扇制作作品，分发到各个小组。师

生一起交流评析团扇的制作。

团扇一般是对称的形状，形状各异，每一

柄团扇的扇框都有各自不同的弯曲程度。所以

要根据设计想法，在纸上画出扇框的线条，复印放大后，凭

感觉和经验来观察线条，看它的弧度是否恰当，修改直到自



己心里的那个标准。然后用剪刀把扇面剪出来。如果卡纸的

厚度不够的话，也需要再剪出一个到两个扇面来进行粘贴。

制柄：扇柄的制作也是如此。先用老师分发的云纹扇柄

放在卡纸上，用铅笔把扇柄的边缘画出，然后剪出。因为扇

柄是正反两面都需要使用，所以学生在剪的过程中，需要每

次剪出两个相反方向的扇柄。

3、交流展示：扇面的造型与制作不同之处。

4、课堂延伸：你家里有哪种类型的扇子？你能找到团

扇造型的扇子吗？如果有的话，你会来进一步的分析扇面和

扇柄的造型特点吗？我们应该传承优良传统的同时，是否可



以加以继承和创新吗？

5、课堂小结。布置下节课要准备的做团扇的工具和材

料。

团扇制作课程 2

一、教学内容：手工团扇制作--扇面和扇子柄合框制作

二、教学目标：

1、通过扇面和扇柄的合框和吊坠的装饰等，使学生掌

握手工团扇的制作。熟悉并能完成团扇的整体制作。

2、通过动手实践，完成中国传统团扇的制作，培养学

生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传统艺术的良好情操。

3、提高学生动手制作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学生对传统

手工艺品的兴趣，提高学生对手工制作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爱好。

三、教学重点：扇面和扇柄的合框制作和吊坠装饰等。

教学难点：利用对称的扇面，来选择合适粘贴的位置，

完成扇面和扇柄的合框。

四、教学准备：多色厚卡纸、圆规，剪刀、刻刀、强粘胶，

胶枪、胶棒，线绳吊坠、颜色等材料。

五、课时安排：第 2 课时

六、教学过程：

引入：



1、小组互动与合作：学生相互赏析自己小组做的扇面

及扇柄的造型。

问：同学们，扇面的外框是否是对称的？团扇的边缘是

否已经修剪到位了？扇柄是否有了？数量是双数吗？

2、学生针对扇面的边框，检查卡纸的厚度，是否有毛

边或者边缘不齐的地方。小组成员检查后，如果有需要修饰

的地方，需要小组成员相互之间帮忙，进一步修饰好。

任务一： 如何让扇面和扇柄完成合框。

1、赏析作品，学生利用图片和视频及老师的演示，学

习古法团扇的合框制作。

古法手工团扇，扇面中线的竹柄都不仅仅是肉眼看到的

那样，里面大有乾坤。制作时，要用钢丝做切割工具，把竹

柄的上半部分垂直剖开，切面线条一气呵成；而后，削一根

和竹柄空心部分的形状基本吻合的竹签，插入剖开的竹柄，

使之与原柄内壁几乎完全贴合，而这整个过程需要极度仔

细。

2、学生小组合作，完成团扇的合框的制作。

团扇的形态设计，是遵循中国式美学的规律的。比如，

怎样对扇面的画面进行分隔，以什么形状的扇框来“裁切”。

学生可以根据画面的感觉，基本确定一个椭圆形扇框，而后

选取合适的扇柄形状放在扇面中线，先粘贴一面，然后粘贴

另一面。



学生试试感觉：柄的长度要怎样，扇柄和扇框的接触点

在什么位置，各个部分的比例如何，扇框形状线条是否合适，

等等。

扇面作品将要在扇框中呈现怎样的画面，这是重中之

重，将决定画面中的每一个部分的相对位置，和整个画面的

空间布局。这就相当于第二次的画面创作，要在扇面本身构

图基础上，达到完美。

学生要根据扇柄的用材，合理选用合适的粘胶，如果用

了木棍做扇柄，就需要用胶棒。如果是用了厚纸滚成的纸棒，

就需要用乳胶等粘胶。厚卡纸为了扇面的平整，也尽量选择

胶棒等粘胶。

任务二：

1、在等待扇面和扇柄粘胶干燥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互

相配合，通过合作学习，共同选择出扇柄吊坠选择的位

置。

2、小组合作，可以利用编织法，剪贴法等方面来进行

选择。要根据扇柄预留的位置，编结后，用圆规穿孔。

任务三：

1、赏析团扇的装饰

团扇的扇面内容题材广泛，故事、神话传说、花鸟虫草、

庭院楼阁、民间风俗等，都会进入幅不盈尺的扇面之中。

2、学生分组进行探究：



扇面有两面，如何来进行装饰？如何来选择合适的绘画

内容或者装饰内容？是选择绘画装饰还是立体装饰？是需

要用哪种材料来制作装饰内容？

老师展示扇面正反面

的装饰：其中一面有绘画，

另一面有书法。问学生：你

想表现以什么为主题的扇

面？（学生踊跃回答）

我们在装饰扇面的时候，图案的大小，布局要适合于

扇面的形状。

（学生思考）如何要根据扇面的布局，来选择合适的图

案和形状？老师讲了这么多，那我们来试一试装饰一下扇面

吧。

学生分组，讨论，探究，选择合适的团案和图形。先用

铅笔画出装饰的轮廓。

3、课堂小结。布置下节课需要的绘画工具和装饰材料。

团扇制作课程 3

一、教学内容：手工团扇制作--扇面正反两面的装饰与美化

二、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手工团扇制作的两面的基本

装饰方法与美化。

2、通过动手实践，学习中国传统扇子纹样及相关装饰，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传统工艺品的良好

情操。

3、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动脑的良好品质，增强团队意识，

培养合作能力，鼓励创新精神，体验成就感。

三、教学重点：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技能来完成正反面团扇

的装饰与美化。

教学难点：如何能根据团扇的制作特点来选择合适的纹

样和图形。

四、教学准备：彩色纸张、绘画材料若干，可以是油画棒，

水彩笔，水彩颜料，衍纸等白色或者彩色的卡纸、圆规，剪

刀、刻刀、胶棒等材料。

五、课时安排：第 3 课时

六、教学过程：

1、导入：大家看老师拿的团扇的两面图案是否是一样的？

这是老师自己画的。这一面是风景画，那另一面是书法，同

学们，这节课咱们一起试试完成团扇两面的图案吧，老师相

信你们装饰出来的扇面肯定比老师的更好看，更有创意。

2、展示团扇装饰的基本方法：学生观察与学习。

任务一：

1、 学生分组，个人或者同

桌四人一组，分工合作，完成团

扇的制作的装饰和美化。



2、在制作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扇面的协调性、精美的

图形。

可以选择故事、神话传说、花鸟虫草、庭院楼阁、民间

风俗，或者是书法等内容。

要先用铅笔轻轻画出图案的大体轮廊——添加合适的

颜色——或者是用彩纸粘贴——也可用衍纸来装饰。

要发挥超凡的想象力，用超级大脑和强大双手，互相帮

助、互相配合，完成一个具有收藏价值的作品。

任务二、

1、开展团扇设计创意大赛。评选最优作品。发奖。

2、班级进行团扇的展示交流。

3、延伸拓展：了解折扇艺术。

课堂小结：

透过一般小小的团

扇，我们看到了中国的

国画艺术，书法艺术，

文学艺术，还有我国制

扇的精美工艺，希望同

学们能够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走向现

代，走向未来。期待同学们的努力，国家需要我们同学发

挥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把我们的生活建设的更加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