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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第七中学 
2020-2021 学年劳动教育开展工作报告 
基本情况：山东省烟台第七中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15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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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至初四

年级每周1课时。 

二、基地建立情况 

校内初步兼有劳动基地有三处，分别为百草园、月季园、牡

丹园。百草园位于学校运动场的西南角，自南向北呈狭长带状分

布，面积约为10平方米，主要种植作物有各类蔬菜与农作物；

月季园位于学校北侧办公楼楼下，东西向呈狭长带状分布，面

积约为20平方米，主要种植有各类月季、玫瑰花；牡丹园位于

学校主体教学楼天井内，东西向呈狭长带状分布，面积约为16

平方米，主要种植有各类牡丹花、石榴花和鸢尾花等。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投入适当经费，用于校内劳动基地平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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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施肥、购买劳动工具以及蔬菜种子和农作物小苗等，为学校

持续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四、选用教材情况 

学校初一至初四年级选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劳动教育

实践活动课程指导》为教材进行教学。 

五、制定学校实施方案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方案如下： 

1.活动目的 

引导学生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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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常生活劳动教育贯

穿始终。 

2.活动内容 

围绕增加劳动知识、技能，强化家政学习，每年有针对性地

学会 1 至 2 项生活技能。进行社区服务，适当参加生产劳动，

初步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职业意识。 

建立健全校园值日生制度，学校的教室清洁、校园保洁、花

卉绿地养护等校内劳动，酌情安排给相应年级、班级学生完成。

利用植树节、“五一”劳动节、志愿者日、农民丰收节及其他农忙

季节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活动。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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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教育目标，针对学生特点，充分考虑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

等，编制学年教学计划和评价方案，具体落实好劳动教育要求。 

在安排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项目时，以使用传统工具、传

统工艺的劳动为主，兼顾使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

的劳动。 

在开足专门的劳动教育必修课基础上，将劳动教育必修课实

践环节中与综合实践活动的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业体验相重

叠的部分，整合起来统一实施。 

3.课程设置 

学校实行 1 + X 课时制度，每周 1 课时，安排在周五第八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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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年开设一次以集体劳动为主的劳动周活动或

设立劳动实践节。 

4.领导小组 

组长：于永海 

副组长：王日晓、綦晨梅、杨晋杰 

成员：孙鹏、李世栋、陈金海、徐浩洋及各班主任 

5.活动方式 

（1）家务劳动 

根据需要，遵循安全要求，尝试使用相应的工具、材料，开

展家务劳动。可包括衣物洗涤、物品整理、卫生清扫、垃圾分类、

做家常餐、制作面食等。



4  

（2）社会服务 

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走出教室，参与社会活动，以自己

的劳动满足社会组织或他人的需要，如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勤

工俭学等。它强调学生在满足被服务者需要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发

展，促进相关知识技能的学习，提升实践能力，成为履职尽责、敢于

担当的人。 

（3）职业体验 

学生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或模拟情境中见习、实习，体认职业

角色的过程，如军训、学工、学农等。注重让学生获得对职业生

活的真切理解，发现自己的专长，培养职业兴趣，形成正确的劳

动观念和人生志向，提升生涯规划能力。 

（4）制定劳动周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芝罘区《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实施意见》，结合我校制定实施的劳动教育方案。根据部署，烟

台七中开展劳动教育实践周活动。 

活动主题：劳动创造幸福

活动时间：为期一周。 

活动目的 

围绕劳动意识的启蒙，学习日常生活自理，感知劳动乐趣，

知道人人都要劳动；养成良好劳动习惯，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分

担家务，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体会到劳

动光荣；增加劳动知识、技能，加强家政学习，开展社区服务，

参加生产劳动，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职业意识。 

活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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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学校

成立劳动实践周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对活动作出安排，

制定活动方案，以确保扎实、有序、安全开展各项劳动实践活动，

确保活动成效。 

（二）形式多样。学校建立健全校园劳动值日制度，学校里

除高空、危险等不适宜学生完成的劳动项目外，要尽可能交给学

生完成。教室清洁、卫生保洁、花卉绿地养护等校内劳动，应安

排给相应年级、班级学生完成。根据年级教育目标，针对不同类

型学生特点，充分考虑办学理念、办学特色等，制定劳动周实施

方案和评价方案，具体落实劳动教育的各项要求。 

（三）家校共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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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

学会各项生活技能，逐步掌握刷碗、拖地、洗衣服、做饭、炒菜

等家务劳动技能。学校和家委会可联合组织开展学生家务劳动技

能展示评价活动，鼓励家长走进校园，与教师团队合力开发校内

外劳动实践课程。 

（四）宣传引导。引导家长支持配合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积 

极向各级媒体、烟台综合实践活动及芝罘综合实践活动公众号投

稿，宣传学校的各项劳动教育的典型经验，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

持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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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家庭劳动 

1. 学会整理自己书包； 

2. 帮家里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3. 每餐开展“光盘行动”，勤俭节约不浪费； 

4. 学会自己洗衣服，手洗、机洗均可； 

5. 每周与家人共同开展一次大扫除； 

6. 厨房小帮手，帮助家长拣菜、洗菜、收拾碗筷等； 

7. 清理所在单元、小区或周边的垃圾、小广告； 

8. 做两件好事，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人； 

9. 整理自己的“小天地”（铺床、叠被子、整理书桌、打扫

房间等）； 

10. 今天我当家”，做一天家长要做的家务； 

11. 家庭餐厅：自己设计搭配、制作一顿午餐（晚餐），从原

料采购到饭后收拾。 

校园劳动 

校园开辟“七中农场”，将校园内北教学楼南侧“月季园”、

南教学楼天井内“牡丹园”、操场西南侧的“七中农场”等作为校

园劳动实践基地。 

学校聘请总务处主任、劳动教育实践教师为劳动指导教师，

生物组教师为植物指导教师， 

1. 开展“我与 ___________ 共成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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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校内除草、松土、浇水等活动； 

3. 开展“校园农场”的劳动实践活动；

班级常规劳动 

做好班级值日等日常劳动，确保每位学生参与班级劳动，劳

动到位； 

开展每周一次的校园大扫除活动，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对

学生进行劳动技巧的指导； 

五一开展七中劳动周活动，集中清理校园内的门窗、地面卫

生，校园花坛养护等。 

综合实践活动 

开展必要的综合实践活动，如课题研究、设计制作、社会服

务、职业体验等积累实践活动材料 

根据不同节日，开展相应的主题习俗实践活动。 

根据劳动、实践完成情况，进行“劳动实践活动”评比。

活动注意问题 

1. 因地制宜。结合现有的资源，使劳动周的内容多样化、多

角度，利用社会资源参与其中。 

2. 劳动为主。以劳动为主的活动与课程设计，了解基于学生

的基本能力水平，去设计、整合或选择合适的劳动任务。 

3. 主题鲜明。劳动实践周有鲜明的主题，除了教给学生一些

劳动技能，还对学生进行劳动观念、情感价值观的教育。 

4. 链接课内。在劳动实践周内，和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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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呼应起来，和整个劳动教育的基本要求呼应起来。

成果展评 

学校将利用五一劳动节，对各项劳动成果进行展评，分为劳

动技巧、劳动技能和劳动记录三大类别，内容包括家务劳动、服

务性劳动、生产劳动和创意制作等，学生可以将自己的劳动成果

以视频、P P T 或实物配合文字说明等多种形式进行展评，学

校组织评选出劳动实践小明星，优秀作品推荐参加芝罘区劳动实

践成果展评活动。 

（七）劳动清单 

烟台七中学生劳动清单分家庭劳动、校园劳动和社会劳动三

部分。校园劳动又可分为常规清扫劳动和校园农场劳动等。 

家庭劳动 

1. 学会整理自己书包； 

2. 帮家里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3. 每餐开展“光盘行动”，勤俭节约不浪费； 

4. 学会自己洗衣服，手洗、机洗均可； 

5. 每周与家人共同开展一次大扫除； 

6. 厨房小帮手，帮助家长拣菜、洗菜、收拾碗筷等； 

7. 清理所在单元、小区或周边的垃圾、小广告； 

8. 做两件好事，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人； 

9. 整理自己的“小天地”（铺床、叠被子、整理书桌、打扫

房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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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今天我当家”，做一天家长要做的家务； 

11. 家庭餐厅：自己设计搭配、制作一顿午餐（晚餐），从原

料采购到饭后收拾。 

校园劳动 

校园劳动可分为校园常规劳动与校园农场。 

校园开辟“七中农场”，将校园内北教学楼南侧“月季园”、

南教学楼天井内“牡丹园”、操场西南侧的“七中农场”等作为校

园劳动实践基地。 

学校聘请总务处主任、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教师为劳动实践指导

教师，生物组教师为植物指导教师，各班班主任为组织教师。 

校园内“七中农场”由六年级负责，六年 1 班负责操场西

南侧的“七中农场”，空地种植的农作物等由教师及学生根据时

节、喜好等决定，两侧绿植以植物观测、养护为主；六年 2 班 

负责北教学楼南侧“月季园”，以植物观测、养护为主；六年 3

班负责南教学楼天井内“牡丹园”及南教学楼南侧“玉兰园”，

以植物观测、养护为主，空地可种植农作物。 

1. 开展“我与 ___________ 共成长”活动； 

2. 开展校内除草、松土、浇水等活动； 

3. 开展“校园农场”的劳动实践活动；

班级常规劳动 

做好班级值日等日常劳动，确保每位学生参与班级劳动，劳

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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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每周一次的校园大扫除活动，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对

学生进行劳动技巧的指导； 

五一开展七中劳动周活动，集中清理校园内的门窗、地面卫

生，校园花坛养护等。 

综合实践活动 

开展必要的综合实践活动，如课题研究、设计制作、社会服

务、职业体验等积累实践活动材料 

根据不同节日，开展相应的主题习俗实践活动。 

根据劳动、实践完成情况，进行“劳动实践活动”评比。 

（八）教学设计

做时间的主人 

课题背景 

本次活动主题为山东省新时代教育研究院综合实践活动课

题组编写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指导（五四制专版）六年级上册里考察探究主题 1 。作为全系

列教材里的第一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做时间的主人是一个包含丰富的课题活动。无论是那个年级

学段能够在这一课题中制订丰富而适合的活动，挖掘适合学生年

龄的内容层次。无论是从合理安排时间整体还是将其分为具体的

某个具体环节，都有丰富的内容可供挖掘。 

教学目标 

通过搜集、交流、汇报关于合理安排时间的资料，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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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通过诵读有关时间的诗歌等活动，提高

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交流、讨论、操作等实践活动，掌握一定的探究方法，

并在活动中引导学生认识安排时间的重要性。 

通过活动，培养学生对时间的正确认知、自主设计与有效管

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以小课题研究为基本形式，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指导下，从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入手自主确定研究小主题，在活动中通过查找

资料、调查采访、动手实践、信息搜集与处理，感受我们安排时

间的魅力，增强学生对自主安排时间的把握能力。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实践活动前期的搜集整理各种资料。课前每个学

生发一至两张，上课期间使用。准备一个练习本做检测练习。 

上课 

有没有这些情况？ 

展示：★计划制定的好好的，总是做不到。今天没做，等明

天吧。明天，又做不完，再等后天吧…… 

★坐在书桌前很长时间，作业才写了一点点。 

★说马上就开始做作业，结果：喝水，游戏，聊天，发呆，

半天都没开始…… 

★该睡觉了，想起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还没做。 

★假期天天玩不够，临近开学时，补作业没日没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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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做数学作业，忽然想起明天英语要测验，又快到睡觉

时间了，心理很矛盾，不知该先复习英语，还是该先把数学作业

做完。 

等情况，学生边看边点头。展示一首小诗——

许多作业要做 

许多知识已忘 

许多书本与笔记 

开了又合合了又开, 如此的慌张

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 

从家到教室又从教室到饭堂

忙忙忙 盲盲盲 

盲得已经没有主张

盲得已经失去方向 

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

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

成绩却还是老样 

引出今天的主题：做时间的主人。 

——下课 

（九）成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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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校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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