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小学 2021-2022 学年
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烟台市芝罘区黄务小学，专职劳动教育教师 1 人，

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6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1 处，校外劳动教育

基地 2 处。

1.课程开课情况。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1-5 年级每周 1

课时。学校以课堂（课外）教育为主，形式有：工业劳动（课内）、

农业劳动（课外）、家务劳动（课外）、服务劳动（课外）。

2.基地建立情况。为了让学生进一步学以致用，走向社会体

验劳动，学校积极为学生寻找固定的社会劳动场所，并有组织的

带领学生把学到的劳动技术定期在各劳动教育基地进行劳动实

践。

已聘“金色家园老年公寓”为《家务秀场》课程校外劳动教

育基地。公寓坐落于港城西大街黄务立交桥东面红绿灯路北处

（黄务小学东侧），总面积 5000 平方米，符合养老行业建筑标准，

内设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等，共有床位 118 张。

已聘“春田里农场”为《开心农场》课程校外劳动基地。春

田里休闲农场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办事处南里村，总占地

约 300 多亩，地势平坦，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周边环境良好。设

有室外运动场、室外拓展基地、室外餐饮区、温室无公害果蔬种

植区、果树种植区、基本农作物种植区、花卉区及休闲娱乐接待

区、教育实践区。



3.经费投入情况。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0.05 万元，用于

劳动教育方面。

4.选用教材情况。学校选用劳动教育教材为：1-2 年级使用

黄务小学劳动校本课程；3-5年级使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小学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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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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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方案。

一、落实课程设置。

实行 1+X 课时制度，每周 1 课时，与社团活动结合，同时安

排家务劳动、校园劳动和校外劳动等，使其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

容。每学年开设一次劳动周活动，以集体劳动为主。设立劳动实

践节，每学年举办一次劳动技能大比拼。

二、落实教育内容。

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

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我校把劳动教育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使之与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相融合，紧密结合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开发

具有劳动特色的德育一体化课程，以“家政”“农业”“工业”中

学生力所能及的劳动技术为内容，开发了《家务秀场》《开心农

场》《智慧工厂》三大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强

调学生的亲身经历、亲历亲为，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在操

作、种植、设计、制作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



验和感受生活，真正落实“做中学、学中用、用中创”，切实发

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开发《家务秀场》课程，培养家务小能手。

《家务秀场》是基于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开发的劳动课程，

包括拼盘（水果拼盘、蔬菜拼盘等）、缝补（钉扣子、缝毽子等）、

整理（叠衣服、叠被子、整理书柜等）、洗刷（洗刷碗碟、小件

衣服等）以及垃圾分类（四分法）等。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的

自理、自立能力，争做家务小能手。

（二）实施《开心农场》课程，培养农场小主人。

《开心农场》是结合校园绿化、立体种植而实施的农业劳动

课程，选择集观赏性和食用性为一体的蔬菜进行种植，选择易于

饲养的小动物进行养殖。《开心农场》课程已经成型，但尚未正

课程名称 实施对象 学时 课程内容

家务秀场 1-2 年级

1课时

（家庭中常态

实施）

叠被子

洗袜子

整理书桌

打扫房间

择菜

洗碗

垃圾分类



式出版，还在校本使用阶段。通过对课程的学习了解本地蔬菜的

主要品种及其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学生学会并初步掌握栽培方

法和防虫技术等，初步学会养蚕、养鱼的方法，争做农场小主人。

（三）实施《智慧工厂》课程，培养工厂小技师。

《意见》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

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

化，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基于此，学校开发了

《智慧工厂》课程，并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是与声光电磁热等

工业科技紧密联系的工业劳动课程，在 STEAM 教育理念指导下实

施。在初步的工业技术指导下，加工制造生活中实用的科技产品

模型，旨在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争做工厂

小技师。

课程名称 实施对象 课时 课程内容

开心农场（种植篇） 3-4 年级
种植期内（开心农

场实施）

种黄瓜

种茄子

种芸豆

种西红柿

种大葱

种辣椒

开心农场（养殖篇） 3-4 年级 养殖期内
养金鱼

养蚕

课程名称 实施对象 课时 课程内容

智慧工厂（光学篇） 5年级
上学期每课 2

课时

放大镜

望远镜

VR 眼镜

3D 眼镜

万花筒

潜望镜

全息投影

时光隧道



（四）开发《服务劳动》基地，培养服务小明星。

《劳动服务》教材拟编写。

三、加强基地合作。

为了让学生进一步学以致用，走向社会体验劳动，学校积极

为学生寻找固定的社会劳动场所。现已聘“金色家园老年公寓”

为《家务秀场》课程校外劳动教育基地；已聘“春田里农场”为

《开心农场》课程校外劳动基地。本年度，学校将有组织的带领

学生把学到的劳动技术定期在各劳动教育基地进行劳动实践。

四、实行家校共育。充分发挥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密切家校合作，转变家长对孩子参与家务劳动的观念，让家长成

为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者和协助者。结合学校劳动教育目标，指

导家长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鼓励孩

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逐步掌

握洗碗、洗衣服、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每学期有针对性

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技能。学校和家委会联合组织学生家务劳动

技能展示评价活动。鼓励家长走进校园，发挥专长，与教师团队

合力开发校内外劳动实践课程。探索实施“家长创课”研发模式，

通过互联网分享家庭劳动教育经验。

智慧工厂（电学篇） 5年级
下学期每课 2

课时

LED 小台灯

红绿灯

电风扇

手摇发电机

太阳能灯

太阳能房子

光控阳光瓶



五、落实课程评价。

评价以发展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可采用当堂的自我

评价、小组评价、导师评价、课堂展示、相互交流、作品评定、

日常观察等多种形式。

1.过程性评价：占评价比重的 70%。

以发展性评价、结果性评价为主，凡是参与学习，完成或基

本完成任务的都应以肯定，对成果或者表现特别突出的应给特别

鼓励。可采用当堂的评价、作品展示、撰写心得体会、相互交流、

作品评定、日常观察等多种形式。

当堂评价标准：

过程 目标 评价标准
评 价

自评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准备

阶段

身心

投入

认真学习，态度积极向

上。
☆☆☆☆☆ ☆☆☆☆☆

☆☆☆☆☆

目标

明确

分工明确，团队目标清

晰。
☆☆☆☆☆ ☆☆☆☆☆

实施

阶段

实践

过程

认真参与课程实践，执

行力高。
☆☆☆☆☆ ☆☆☆☆☆

组织

纪律

无违反纪律的情况，严

格要求自己。
☆☆☆☆☆ ☆☆☆☆☆

总结

阶段

时间

观念

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不

迟到。
☆☆☆☆☆ ☆☆☆☆☆

深度

感知

感悟从自身出发，切合

实际。
☆☆☆☆☆ ☆☆☆☆☆



2.结果性评价：占评价比重的 30%。

学期末劳动技能结业考核，教师根据学生表现，分为 A、B、

C 三个等级，优秀者颁发“家务小能手”“农场小主人”“工厂小

技师”奖章。

我校的劳动教育课程将整合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力量共同

实施，力求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农业劳动教育多样化，工业劳

动教育规范化，以劳动为抓手，以劳立德、以劳培智、以劳健体、

以劳育美，提升育人实效性，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劳动励心志 实践促成长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小学劳动周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为了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强化学生热爱劳动的意识，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生活自理能力，激励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

并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审美情趣及与人合作的态度，拟以“劳动

励心志 实践促成长”为主题举行黄务小学劳动周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5 月 23 日-5 月 30 日（一周）

三、活动对象：全体学生

四、劳动项目：

（一）一年级：

活动内容：收拾书包。

劳动要点：训练学生学会分类收拾书包。

（二）二年级：

活动内容：系红领巾。

劳动要点：训练学生正确系红领巾（不打死结）。

（三）三年级：

活动内容：叠衣服。

活动要点：叠放整齐，LOGO 面朝上。

（四）四年级：

活动内容：穿鞋带、系鞋带。



活动要点：学习多种方法穿孔，多种系法。

（五）五年级：

比赛内容：果蔬拼盘。

活动要点：立意明确、铭牌美观。

注：各班级按要求组织学生根据要求进行劳动练习，选出优

秀学生参加 6 月 1 日学校组织的劳动技能大比拼活动。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小学《学生家庭劳动清单》
为引导学生利用疫情居家学习时间掌握劳动技能，培养劳动

习惯，提升劳动素养，促进全面发展，学校在《烟台市中小学生

家庭劳动教育指导清单》基础上，根据小学生家庭劳动的特点，

拟定了黄务小学《学生家庭劳动清单》，供广大家长指导、督促

学生执行，并按要求填写《学生劳动教育评价》表。疫情结束后，

学校将对《学生家庭劳动清单》执行情况进行展评。

一、低年级家庭劳动清单：

1.每天自己穿衣服、叠被子。

2.每天自己洗脸、刷牙。

3.每天自己洗脚。

4.自己收纳文具、整理书桌。

5.用餐时帮家人拿取、摆放碗筷。

6.每周洗一次袜子、内裤等小件物品。

7.每周为家人做一次果蔬拼盘或水果沙拉。

二、中高年级家庭劳动清单：

1.整理自己的床铺、书桌。

2.自己剪指甲。

3.饭前饭后餐桌整理。

4.分类收纳自己的衣物。

5.每周为自己和家人手洗小件衣物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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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为家人做一次营养早餐。

9.每周清扫一次自己房间的卫生。

10.持续养一种植物，并记录养护过程及心得。



小学劳动教育教学设计

主题 垃圾分类小能手 适用年级 3-5 级

课型

课时

课型：课堂实践活动（ √ ）； 课外实践活动（ ）

课时数：（ 1）

课 程

领域

家务劳动（）； 校内劳动（√）； 校外劳动（基地劳动、特色项目劳动）（ ）； 社会服务

（）； 职业体验（）； 其它（）

授 课

教师

王宁

课 程

目标

劳动观念：树立“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的劳动观念，知道垃圾分类的基本方法，

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劳动能力：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垃圾分类的方法进行分类，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及小

组合作探究中解决垃圾分类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劳动精神：通过垃圾分类实践，树立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高尚情感。

劳动习惯：培养垃圾分类实践的认同感，养成垃圾分类投放的习惯，养成珍惜劳动

成果的习惯。

课 程

内容

劳动问题分析——为什么进行垃圾分类

劳动技能学习——怎样进行垃圾分类

劳动任务实施——校园垃圾分拣

劳动效果评价——学生谈收获，进行评价

劳动实践拓展——布置课后实践作业

课 程

实施

（一）劳动问题分析

1.了解普通的垃圾处理方式及危害。



播放视频：通过观看垃圾处理的视频，引导学生交流出填埋、焚烧等垃圾处理方式

带来的危害。

2.提出垃圾分类处理的新建议。

教师提问：普通的垃圾处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危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减少

这些危害？

学生交流：将垃圾分类处理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教师小结：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垃圾

分类的相关知识，争做垃圾分类处理小能手，为服务校园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案例分析：让学生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对垃圾分类有一定的认同感，初步

树立垃圾分类的意识。】

（二）劳动技能学习

1.了解垃圾分类两分法。

教师提问：垃圾该如何分类呢？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学生交流：可能会说出“可回收垃圾”，教师要纠正：凡是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不能

叫它垃圾而应该叫它可回收物。

教师小结：以前，我们通常把垃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回收物，一类是不可回收

垃圾。

教师提问：你们关注过这两类垃圾的标志吗？他们有什么区别？

学生交流：循环箭头代表可回收物，表示一些可以循环再利用的物品，可回收物用

蓝色垃圾桶盛放。箭头向外，代表的是不可回收垃圾，指的是不能再循环使用的垃圾。

教师提问：你们在哪里见过这两个标志？

学生交流：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交流出如公园、车站、景区、小区里的垃圾桶上都



能见到这两个标志。

【案例分析：学生联系实际明确生活中垃圾分类的方法——两分法，并认识两分法

的标志，从而对二分法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为后面学习垃圾分类四分法奠定了基础。】

2.探究垃圾分类四分法。

教师提问：哪些垃圾属于可回收物呢？请各小组讨论一下，然后找一找手中的垃圾

分类卡，在白板上摆一摆。

学生活动：利用白板和垃圾分类卡找、摆可回收物。

教师谈话：同学们找到的可回收物各不相同，可回收物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

看视频。

学生交流：学生根据视频内容交流可回收物的分类：废纸、金属、玻璃、塑料、布

料等。

教师提问：刚才我们认识了哪些物品属于可回收物，那不可回收的垃圾又有哪些类

别呢？谁来说一说？

学生交流：根据学生的交流总结不可回收垃圾的分类，板书呈现三类不可回收垃圾

的垃圾桶：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教师提问：这三类不可回收垃圾各包括哪些垃圾呢？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

播放不可回收垃圾分类的视频。

教师谈话：下面请各小组根据视频中学到的知识借助教具在白板上摆一摆三类不可

回收垃圾。

学生活动：利用白板和垃圾分类卡找、摆不可回收垃圾。

学生汇报：学生一类一类的进行汇报。

教师总结：根据学生的汇报，纠正分类错误的垃圾，总结呈现三类不可回收垃圾的



代表性垃圾。

有害垃圾：重金属 有毒物质 有危害的废弃物

厨余垃圾：食物类废物 花卉绿植

其他垃圾：砖瓦陶瓷 渣土 卫生纸 纸巾 干电池……

【案例分析：学生根据生活经验交流总结出“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垃圾”的次

级分类，整个学习环节层层递进，使学生对垃圾分类四分法的掌握更加扎实。】

（三）劳动任务实施

1.进行校园垃圾分拣。

教师谈话：垃圾影响校园的整洁和美观，接下来我们就行动起来进行校园垃圾分拣。

学生活动：到校园分拣垃圾，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其中四人各提一个四分类垃圾筐。

分拣时，成员佩用一次性手套，用垃圾夹夹取垃圾，按照分类标准放到本组的垃圾筐内。

遇到不会分类的垃圾，查询垃圾分类小程序。

2.汇报垃圾分拣成果。

教师谈话：（学生站在学校四色垃圾桶周围）请各小组代表展示垃圾分拣的成果，把

分好的垃圾正确投入校园垃圾桶内。

学生活动：学校边交流边投放，对于分错类的垃圾教师随时纠正。

【案例分析：在对校园里垃圾进行分拣的劳动实践中落实垃圾分类的方法，在合作

探究中解决遇到的问题。】

（四）劳动效果评价

1.畅谈劳动收获。

教师提问：本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吗？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从分类方法、分类实践等方面分享自己的收获。



2.进行劳动评价。

利用评价卡进行自评、组评、师评，选出班级垃圾分类小能手。

【案例分析：交流收获中，学生对垃圾分类的认同感增强，进一步树立垃圾分类的

意识，养成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习惯，争当垃圾分类小能手。】

（五）劳动创新拓展

教师提问：2020 年 7 月 1 日，烟台市也启动垃圾分类了，咱们可以为垃圾分类工作

做些什么呢？

学生交流：向环卫部门提建议，在学校周围、社区等地方设置四色分类垃圾桶；还

可以向身边的人宣传垃分类知识，增强大家的垃圾分类的意识。

教师谈话：课后同学们可以给环保部门写一封建议信，充分表达你们的想法，为烟

台的垃圾分类工作出一份力。

【案例分析：结合实际为本市的垃圾分类工作献计献策，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明

白垃圾分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课 程

评价

“我是垃圾分类小能手”评价卡

过程 目标 评价标准
评 价

自评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准备
阶段

身心
投入

认真学习，态度积极向
上。

☆☆☆☆☆ ☆☆☆☆☆

☆☆☆☆☆

目标
明确

分工明确，团队目标清
晰。

☆☆☆☆☆ ☆☆☆☆☆

实施
阶段

实践
过程

认真参与垃圾分类实
践，执行力高。

☆☆☆☆☆ ☆☆☆☆☆

组织
纪律

无违反纪律的情况，严
格要求自己。

☆☆☆☆☆ ☆☆☆☆☆



总结
阶段

时间
观念

按时完成指定任务，不
拖拉。

☆☆☆☆☆ ☆☆☆☆☆

深度
感知

感悟从自身出发，切合
实际。

☆☆☆☆☆ ☆☆☆☆☆

课 程

资源

1. 教学课件以及视频资源；

2.《我是垃圾分类小能手》评价卡；

3．实施条件范例。

（1）垃圾和垃圾桶磁性学具卡片

（2）磁性白板

（3）小组四色分类垃圾筐

（4）教室四色分类垃圾桶

（5）普通不分类的垃圾桶

（6）一次性手套

（7）垃圾夹

（8）口罩和塑料袋

（9）垃圾分类小程序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小学学生成长档案之
劳动教育评价表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小学劳动教育成果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