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宝园”，让我们做幸福的劳动追梦人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小学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劳动是连接奋斗起点和幸福终点的

必经之路。只有让学生从小热爱劳动、学会劳动，才会使他们人

生之路更加绚丽多彩。“双减”工作开展以来，回里小学秉承“为

学生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学会劳动、学会健康生活、学会

创新实践、学会责任与担当”的特色发展目标，注重学生的劳动

教育，立足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把劳动教

育列为学生成长成才的“必修课”“基础课”，以劳育德，以劳

养心，以劳培志,知行合一，谱写新时代劳动教育新篇章。 

一、依托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 

我校校内基地“百宝园”占地面积约为 180 平方米，为了丰

富学生的种植体验，我们将基地分为蔬菜区、花卉区、瓜果、药

圃、农作物、藤蔓、野生作物等七大区域。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每

班自主选择一到三个种植区域，学校宏观调控，班级自主种植与

管理。 

 

 

 

 

 

 



1.自主种植 

我们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拓展创新思维的方法，营造一个

开放的活动空间，让学生主动实践，主动探索，在活动中培养他

们的综合能力。我们把种植与管理的权力完全交给学生。学生们

结合种植区的种植特点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种，就怎么

种。在他们播种的过程中，讨论喜欢种植的作物，决定种植的方

法。遇到难题解决不了，他们就会聘请指导老师。在一次次的询

问和讨论中，他们懂得了不同作物的种植技巧和管理方法；学会

了自己到集市上买种、播种，学会了室内育苗，然后移植到基地

内，再进行精心管理，观察这些作物的生长过程。他们学会了拿

起大镢在地里开沟，用铁耙把地整平，用竹条在地里搭架子或支

拱棚……他们的一双双小手在给小菜苗培土、浇水、拔草、捉

虫……在种植管理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个学

生都有自己的“责任田”， 他们劳动起来就会分外认真。 除上

课时间外，学生们每天早晨到校后、午餐后都会到他们的地里走

走看看，了解作物的生长情况，发现问题及早解决。他们愿意精

心呵护好自己种植的小生命，责任心比以前提高了很多。这样的

责任心比金子更宝贵。 

 

 

 

 



2.套餐管理 

我们指导学生进行“套餐种植”管理模式，放手让学生们自

己规划、实践、管理、收获。自行聘请指导老师，自己到集市上

买种、播种，自己尝试管理、收获。课间、午休，学生们总会到

自己的地里走走看看，给地里的菜拔草捉虫啦，观察观察小苗的

生长情况啦，摸摸新长出的作物啦，学生们吃着自己种出的作物，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他们脸上。 

 

 

 

 

 

3.探究学习 

在劳动实践中，我们还利用种植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如

“小白菜和大白菜的种植区别是什么？”“正常播种与压膜播

种有什么区别？西瓜的授粉有什么决窍？”一个个小问号在孩

子们心中种下思考的种子，观察日记、研究报告记录的是孩子们

的研究过程；“怎样分配劳动果实最合理？成本价和利润价应该

如何算？如何做一个网上销售计划？”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激发

了学生们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 

 

 



二、巧借种植，开展形式多样的制作劳动教育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对孩子来说，他周围的事物就是一

本书。”对于农村小学来说，我们更应充分挖掘农村得天独厚的

教育资源，在劳动教育活动课程上抓实、抓好、抓出特色。我们

巧妙地利用“百宝园”种植的作物，进行特色课程内容拓展开

发，先后开展了“巧手 DIY”“我是美食家”“传统节日我传

承”等系列活动。 

1.作物巧利用，创新制作美化生活 

我们在“百宝园”基地的不同区域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作

物，不同的季节，不同植物的叶子、种子都是宝贵的可利用资源。

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些植物的叶子、种子开展了“巧手DIY”活动，

引导学生开展树叶贴画、种子贴画、玉米叶编织等手工活动，有

的学生还用玉米叶进行玉米叶花的制作。一件件工艺品，展示了

学生们的心灵手巧。学生们学会了用随手可及的物品装饰生活，

既培养了学生的劳动意识，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 

 

 

 

                             

 

2.食材巧加工，美食创造健康生活 

“百宝园”里收获的蔬菜、果实更是学生们有序开展劳动教



育的好素材。为了让学生们能更好地热爱生活，学会一些简单的

美食制作，我们开展了“我是美食家”的系列活动中，把“百宝

园”基地里收获的蔬菜、粮食加工成美食。一年级学会择菜，二

年级学会水果拼盘，三年级以简单的生活凉拌菜为主，四年级是

日常面食的制作，如包饺子、蒸包子，五年级则是围绕传统节日

习俗学习食品制作。学生们在实践活动，我们倡导学生在年级主

题范围内自主选择制作的食材。如三年级的凉拌菜是凉拌黄瓜还

是菠菜，或是其它自己喜欢的菜肴？ 

 

 

 

 

 

3.传统巧传承，德育渗透快乐成长 

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传

统文化习俗，我们将传统节日融入“百宝园”系列课程的开发与

实施中，使学生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提高了劳动素养。如端

午节时，一边学习艾草的种植与管理，一边拓展艾炙的教学，学

习艾条的制作，开展“把艾献给您”活动；仲秋节时，聘请校外

辅导员带领学生制作月饼；重阳节时，探秘重阳习俗，学会制作

重阳糕，送给家人品尝，送上诚挚的祝福的；腊八节时，基地里

种植的各种作物都收获了，我们学习五谷的营养价值，拓展冬季



养生《有“粥”有营养》，春节来临，学习面塑的制作，探秘面

塑中的寓意…… 

将生活中的食材引入课堂，让课堂为生活服务，使学生们在

动手创新制作的过程中，体验实践的快感和成功的快乐。这样的

活动，不仅学生愿意积极参与，更是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和肯定。 

 

 

 

 

 

 

 

 

 

三、有序规划，开发与时俱进的科技劳动教育 

为了丰富学生的劳动体验，让学生的劳动教育更加全面，更

具现代化气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校内基地的改版与创新。在新

基地中，我们将拓展养殖区、温室大棚等区域，对学生进行高科

技的养殖、种植技术的渗透与学习。 

我们将探究多元化“三园一体”共生劳动模式，即校内基地

划分为普通种植园、科技种植园、养殖园三个劳动园，构建种植

与养殖共生劳动模式，即：种植的作物可以用来喂养小动物，动



物的粪便加工为种植肥料，让学生在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感受农

田种植技术、高科技种植方法及动物的养殖方法，多角度、多层

面体验不同的劳动教育。 

改建后的基地将推行劳动自主化的日常管理套餐模式。基地

内的种植与养殖体验均实行“责任田制”，自主管理。即：种植

作物类从播种到管理到采收，实行分田到班责任到人，小动物养

殖类则分区到班，分组轮流饲养、管理，增强学生的体验意识。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增加食品加工课程，形

成种植、管理、收获、加工系列化特色课程。 

 

 

 

 

 

 

 

 

 

自“百宝园”劳动特色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学生们不仅在活

动中提高了劳动实践能力，培养了吃苦耐劳的意志，更是提高了

他们的创新精神，增强了热爱家乡、建设家园的责任感。我校的

劳动教育活动多次在烟台市综合实践教育公众号、大众网上发



表。 

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今后我们会结合学校实际

和学生的兴趣爱好，善于取材，充分发掘农村特色课程资源，开

启劳动教育新篇章！让我们崇尚劳动，做幸福追梦人！ 

 

【摘要】 

回里小学把劳动教育列为学生成长成才的“必修课”“基

础课”，以劳育德，以劳养心，以劳培志，谱写新时代劳动教育

新篇章。一是依托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我们将

基地分为蔬菜区、花卉区、瓜果、药圃、农作物、藤蔓、野生作

物等七大区域，学校宏观调控，采用班级自主种植、套餐种植、

探究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培养综合能力。二是巧借

种植，开展形式多样的制作劳动教育。我们巧妙地利用“百宝

园”种植的作物，进行特色课程内容拓展开发。“作物巧利用”，

开展“巧手 DIY”活动，引导学生开展树叶贴画、种子贴画、玉

米叶编织等手工活动；“食材巧加工”，开展“我是美食家”系

列活动，把“百宝园”基地里收获的蔬菜、粮食加工成美食，学

生学会了择菜、水果拼盘、凉拌菜和日常面食的制作；“传统巧

传承”，开展艾灸疗法、月饼制作、品尝重阳糕等活动。三是有

序规划，开发与时俱进的科技劳动教育。我们将探究多元化“三

园一体”共生劳动模式，即校内基地划分为普通种植园、科技种

植园、养殖园三个劳动园，构建种植与养殖共生劳动模式，让学



生在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感受农田种植技术、高科技种植方法及

动物的养殖方法，多角度、多层面体验不同的劳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