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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中心小学，兼职劳动教育

教师 5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1 处，校外劳动教育基地 1 处。

一、课程开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各年级每周 1 课时。学校以课外教

育为主，形式有:学校课程、家务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者服务、

生产劳动。( 具体描述的角度可参考《劳动教育与劳动教育活动

评价》表有小学、初中段)

二、基地建立情况

（1）校内“中医药劳动基地”，在学校内整理劳动活动基地，

是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重要载体，分地到班，通过种植家乡常见

的黄精、百合、枸杞、红参、桔梗等二十余中药材，每一位学生

都亲身参与种植、管理及收获的劳动，亲历了植物生命的成长过

程，劳动中，学生初步掌握了玉竹该怎样种植，金银花该怎样搭

架，桔梗怎样定苗等一些劳动技能，体会到美好生活需要劳动创

造，感受传统中药的文化魅力，同时树立健康生活理念，从而养

成了热爱劳动、乐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美好品质。

（2）建立校外“中医药研学基地”，拓展学习范围，铸就中

医梦想。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位于莒格庄镇昆嵛街 15 号，占地三

十多亩，前期已投资一百余万元资金进行了开垦及建设，并已具

备日接待量 200 余人进行研学的配套设施。基地安装配备了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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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及配套劳动工具，配有劳动加工器材及文化成果展室。为保

障活动的顺利开展，学校成立实践教育基地专项工作小组及安全

责任小组，统筹基地各项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保障每个环节的安

全平稳运行。中医药文化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健康理念及实践经验，“中医药研学基地”的建立，通过参

观、实践等方式给学生普及中医药知识，让他们了解其中的文化

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普及和推动中医药

文化发展创新做出积极贡献。

我校通过对本地中医药文化专业资源分析，与山东省中医药

高专达成合作，取得专业技术及文化支撑，建立了我校校外“中

医药研学基地”。其博物馆基地为我们系统的展示了古代著名中

医药学家、医学理论、养生文化、中草药标本等内容。其种植园

基地则让学生了解了更多中药材的种植及生长、收获过程。校外

“中医药研学基地”提高了学生了解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兴趣，在

文化熏陶的同时进行实践活动，拓宽了学生学习范围，为喜欢中

医文化的孩子们铸就了中医学习的梦想，形成校内劳动实践基地

与校外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让学生成为中医

药文化的受益者和传播者。

四、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100 万元，用于劳动教育的中医药

文化基地建设等方面。

四、选用教材情况



—3—

学校依托劳动实践活动，选用教育教材为:使用青岛出版社

出版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并根据本校情况，积极开发校本

课程，《美丽的昆嵛山》、《走进中医药》和《红色昆嵛》。

五、学校实施方案

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劳动教育活动课程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劳动教育素质，开发

人的潜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充分的发展为宗旨。以

活动为主要形式，以实践为主要环节，继续坚持以全面发展学生

的综合素质为中心，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体验和

感受生活，进而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

劳动教育活动课程独特的育人功能。

二、预期目标：

1．亲近周围的自然环境，热爱自然，形成自觉保护周围自

然环境的意识和初步能力；

2．考察周围的社会环境， 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增强社

会沟通能力，养成初步的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3．了解基本的生活自理的习惯，养成勤奋积极的生活态度；

4．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养成从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

发展探究问题的初步能力。

5．通过开展劳动教育活动，让学生掌握一些信息技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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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技术、社区服务等活动中的一些具体技能；并在活动中获得参

与劳动教育的积极体验和丰富的经验，塑造完美人格，养成合作、

分享、积极进取等良好的个性品质，形成对自然的关爱和对社会、

对自我的责任感。

三、资源的开发与实施

针对学校实际，我们这学期倡导主要围绕下列线索进行设计

和开发。

1．利用学科课程生成劳动教育活动课题

劳动教育活动不是学科课程，同时又是必修课程，不能成为

其他课程的附属品，但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劳动教育

活动与各学科领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学科领域的知识可以在劳

动教育活动中延伸、综合、重组与提升；劳动教育活动中所发现

的问题、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在各学科领域的教学中拓展和加

深；在某些情况下，劳动教育活动也可和某些学科打通进行。学

科知识不再是唯一的学习资源，所以我们应当突破学科教学自我

封闭的僵化模式。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

力，要使课堂成为学生整个学习生活的策划中心，依托学科课程

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把课内外打通，对学科资源和非学科资源的

开发进行一体化设计，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引入课堂。因此，

我们将考虑如果有机地与学科内容进行整合，开发劳动教育活动

的活动内容。

2．走进社会生活,生成劳动教育活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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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很多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熟视

无睹，丰富多彩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平淡无奇的。这是因为他们

对身边的小事往往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所以引导学生走入社会

生活,获得生存体验，让学生用研究的眼光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

从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课题进行研究，从学生身边的小事生成

劳动教育活动课题。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践能力，加强学校

与社会、教学与生活的联系,发掘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资源,使学生

的学习生活更充实、更有趣、更有意义和富有创造性，有效利用

校外教育资源。，

3．走进自然，生成劳动教育活动课题。

根据学校及周围自然环境的状况，引导学生自主地从自然环

境中发现问题，并指导学生通过观测、考察、实验、探究等形式，

收集各种自然环境的信息，关爱自然，提高环保意识，保护和改

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4．立足校本地方特色，充分挖掘活动资源，生成劳动教育

活动课题。

学校位于昆嵛山脚下，地方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学

期我们让学生从爱自己的家乡入手，让学生了解家乡的有关情况。

利用学校劳动基地让学生掌握一些劳动技能，发展学生的探究能

力。

四、活动方式

本课程主要以活动为载体，以综合为特征，以实践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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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课题研究为基本形式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以社会考察为主

的体验性学习活动等学习来开展。学生通过社会考察、讨论分析、

角色扮演、办报创作等社会活动方式，对主题进行探究、发现，

通过从不同角度对社会问题和科学现象进行研究，自己去发现问

题并做出结论。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增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机会，

经历活动中的各种感受，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创造意志，培养学

生创造性个性品质，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

五、活动评价

劳动教育活动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的，通过观察、记录和描

述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的基础。本学

期将充分发挥评价这一机制激发学生开展劳动教育活动的热情，

通过评价让学生感受自我成长，促进自我反思，享受成功的喜悦。

（一）劳动教育活动的学生评价

1．注重过程：小学劳动教育活动的评价不过分强调结果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将关注的视角指向小学生获得结果和体验的过

程,注重小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在具体操作中,教师可以通

过观察,采用即时评语的方式记录小学生在劳动教育活动过程中

的行为、情绪情感、参与程度、努力程度等表现,并将其作为评

价小学生的标准。

2．尊重多元：小学劳动教育活动的评价鼓励并尊重小学生

极富个性的自我表达方式：演讲、绘画、写作、表演、制作等。

在教师对活动做出评价的同时,通过讨论、协商、交流等方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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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相互评价。

3．注意反思：发挥评价的指导功能,引导小学生反思自己的

实践活动.通过调动小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因素,激励小学生自觉

记录活动过程（特别是重要的细节）、投入对问题的讨论、对成

果的分享及思考中,主动审视自己的利弊得失,逐步完善自己的

行动,拓宽自己的视野,达到自我反思、 自我改进的目的。

（二）劳动教育活动的教师评价

小学劳动教育活动中的教师评价以下列几项为标准： (1)深

刻领会劳动教育活动的实质并以负责的态度参与这门课程的实

践；（2）不断完善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应对学生广泛的知识

需求； (3)逐步发展活动中规划与设计课程的能力组织、管理与

协调的能力、探究与问题解决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课

堂教学调控能力。

六、劳动周方案及佐证材料

劳动周活动方案

活动背景：

我校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一直以来都能做到紧密联系学校与

学生生活实际，开展了中草药劳动实践教育，种植类劳动教育等

活动。响应上级号召，坚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组织学生

参加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

的作用。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培养学生的生活、生存

技能，在动手动脑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使学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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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特将 10 月 21 日——10 月 25 日定为劳动周。

活动目的:

校园是学生们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也是开展劳动教育的

主要阵地，本次劳动周紧紧围绕“劳动教育”的主题，在本次活

动前我们根据学生现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开展，内容新颖的活

动意见时积极思考，并广泛征集意见，力求开展一些能够在劳动

中体会到快乐，在快乐中提高动脑动手能力的活动，真正做到劳

逸结合。这不仅可以使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文明习惯，而且能在

本次活动中体会到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活动内容及设想

为了取将良好效果，更加全面地培养学生们日常行为习惯，

我们摒弃了开展单一活动的形式，采取将活动集中在一周时间来

开展。利用一个周的时间，让学生充分体验劳动教育，主要活动

项目有：研学活动、收地瓜、摘苹果、包水饺、整理内务等方面。

提供同学与同学之间，外界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平台，为沟通交流

提供便利，搭建平台。

活动准备：

一、多渠道宣传，提高认识，形成良好的劳动教育氛围，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加强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的教育，

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是小学教育的重要教学

任务。我校重视劳动教育，组成以校长具体负责的领导小组，把

劳动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紧密与少先队活动、班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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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挂钩，保证劳动教育的实效性和多样性。我校还将通过家长会、

家访等形式对学生家长进行劳动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引导家长认

识劳动对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质，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作用，

使家长能积极主动配合各项校内外教育活动。

二、以“劳动最光荣”为本次活动主题，开展劳动实践教育

活动，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拓宽课程资源，为学生搭建多元的实

践机会与成长舞台。从学生的认知、情感规律出发，各班以“参

与劳动、体验过程、享受成果”为目标，与家庭沟通广泛为学生

创建劳动实践岗位，开展体验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劳动实

践活动中，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用自己

的理智去感悟生活的意义和做人做事的道理，从而内化为健康的

恩想、品格，外显为良好的行为和自觉习惯。

活动要求:

1.班级为主体，人人参与活动。充分挖掘学校、家庭、社区

资源，班主任利用家校联系平台，与家长周密筹划，各负其责。

2.充分发挥班主任、班级工作组、学生干部的积极性，以本

次劳动周为契机，提高家长、学生热爱劳动的积极性，主动参与

到劳动中去。

具体活动

任务一:开展一次“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基因”研学实践

活动

为了开拓学生视野、丰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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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家乡上饶这一片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被无数烈士用鲜

血染红的红色土地，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

情感。就近实地参观昆嵛山革命陈列馆，了解我们家乡的红色文

化。

任务二: 开展一次“体验农耕，感受农趣"的活动

读再多的书，依然可能“五谷不分”。大自然，是一个更适

合走出去的课堂。劳动周期间，让我们来一场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的农耕文化体验吧!就近组织一次收地瓜活动和摘苹果活动。

任务三:开展家务劳动小能手活动

结合个你那几的劳动清单，劳动周期间，每一位学生要完成

清洗书包并整理自己的卧室、书房的任务。清洗自己的书包，整

理自己的小天地。

任务四:开展内务整理活动

劳动周期间，主动参加居家劳动、生活劳动或公益劳动，帮

助爸爸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学校统一组织包水饺活动，在

实践中理解劳动光荣，感受劳动的艰辛与快乐，珍惜当下美好生

活。

成果报告

1 在活动中我们学会与他人、与社会机构进行交往的技能，

学会社会活动的规则，提高社会活动的组织、协调能力。

2、活动中我们初步养成合作、民主、分享、积极进取等良

好的个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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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真正体会到了粮食、水果来之不易

， 真正体味到了“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4.以“劳动周”为主题，选取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活动，通

过 参观访问、捕捉身影、社会调查等形式，将自己的收获以手

抄报 或者日记形式展示。

七、劳动清单

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中心小学一二年级劳动教育清单

一、学校劳动

1.每天整理课桌和学习用品。

2.每天清扫班级卫生区。

3.每天中午洗刷自己的餐具。

4.每周一次合作摆齐班级桌椅。

5.每学期参与一种中药材的种植、管理或收获。

二、家庭劳动

6.每天自己穿衣服、叠被子。

7.每天自己洗脸、刷牙。

8.自己洗脚。

9.自己系鞋带、系红领巾。

10.自己收纳文具、整理书包。

11.用餐时帮家人拿取、摆放碗筷。

12.每周洗一次袜子、红领巾等小件物品。

13.每周为父母洗一次脚，捶捶背。

三、社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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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每月一次帮助本村五保户或孤寡老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

劳动。

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中心小学三四五年级劳动教育清单

一、学校劳动

1. 每天清扫班级卫生区。

2. 每天中午洗刷自己的餐具。

3. 每月完成至少一次板报更新。

4. 每学期积极选择参与一个社团。

5.每学期负责一种中药材的种植、管理或收获。

二、家庭劳动

6.每天自己穿衣服、叠被子，整理自己的床铺、书桌。

7.每天自己洗脸、刷牙， 自己剪指甲，自己洗脚。

8. 每天饭前饭后餐桌整理。

9. 每周至少完成一次洗碗、扫地、拖地。

10.每月为家人炒一次菜，搭配一次营养餐。

11 每周为父母洗一次脚，捶捶背。

12.每周洗一次袜子、内衣等小件物品。

三、社会劳动

13.每月一次帮助本村五保户或孤寡老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

劳动。

14.每学年参与一次社会公益性活动。

15.每学期积极参与农田劳作，或果园日常管理与收获。

八、教学设计

《神奇的扎染》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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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民间扎染工艺的特点，知道是我国民间特有的印染

方法,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2、 在欣赏民间扎染作品的过程中，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

方 式进行练习，引导学生通过发现--认识--思考--动手制作--

-体 验乐趣的过程，感受扎染的魅力。

[教学重点]

1、拓宽学生视野。

[教学难点]

1、理解扎染的概念。

2、了解扎染的制作过程。

[教具准备] :

1、幻灯片、准备夹子、皮筋、线绳、白布、弹力球、胶皮

手套、剪刀、水槽、染料等工具和材料。

[活动设计]

一、情境导入，欣赏感受。

师:孩子们，看看老师手里拿着的这块花布，漂亮吗?

师:你看老师今天的这件衣服如何?

师:你们说的真好。那你们知道这种民间工艺叫什么?你想了

解它吗?

师:今天,我想请大家效仿民间艺人的手法，制作扎染作品，

品读扎染的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扎染世界。

简单介绍扎染

提起刺绣、编织，同学们并不陌生，但是对所谓“没有针线

的刺绣”“不经编织的彩锦”的扎染，你们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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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古称绞缬(xie),是我国民间独特的传统染色工艺，即织

物在染色时部分结扎起来，使之不能着色的一种染色方法。 由

于其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味无穷，因此是一种充满新奇创意

的艺术形式。

二、方法指导,拓展思维。

(一)、初步感知， 自主探究

1、欣赏扎染作品，让学生讨论看完这些扎染作品，你有什

么感受?你知道下面这些深浅不均的花纹是怎么产生的吗?如果

让你自己做，你想扎染出什么样的图案? (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

2、介绍扎染工艺。

创作一幅扎染作品需要准备哪些工具和材料，又需要运用哪

些技能和方法呢?扎染是我国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是种很古老

的纺织染色工艺。

小锦囊：

需要准备工具和材料

准备夹子、皮筋、线绳、白布、弹力球、胶皮手套、剪刀、

水槽、染料等工具和材料。

扎染作品的基本扎法：

⑴捆扎法

将织物按照预先的设想或揪起一点，或顺成长条等，用绳捆

扎。

⑵板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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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形状的木板、竹片等将折叠后的织物夹住，再用绳等

捆紧形成防染图案。

⑶折叠法

将织物对折后捆扎染色，纹样成为对称的单独图案。

⑷缝扎法

用大针穿线，沿设计好的图案在织物上均匀平缝后拉紧。

3、孩子们探究扎染的方法，并学会自己总结。

(二)、观察分析，深入领会

1、学生说出自己在扎染探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学之间

相互交流。

知识链接：

扎染注意事项

⑴扎结松紧一定要适宜扎得太松、染色后其花纹不明显；扎

得太紧，染色后空白部位太多。松紧不当，则达不到预期的艺术

效果。

⑵抽线、拆线要慎重，以免损伤织物。扎结织物时，抽线太

紧、太快，有可能损伤织物。拆线时，要先用剪刀把缝线剪断，

再慢慢抽掉扎线。剪扎线时要小心，以免剪破织物。

⑶染色效果要均匀。由于织物的遮挡、叠压、扎结不当，相

同纹样部位的织物往往会染色不均匀，影响作品效果的完整性，

所以染色前要对扎结好的织物进行适当整理，尽量使预期相同染

色效果的织物各部分处于相同的染色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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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染色时间要把握得当。染色时间过短，会出现染料不能充

足染着的现象，染出的作品没有层次和变化。时间过长，染料对

织物渗透过度，也极容易失去纹样的美观。

2、探究扎染的基本方法，为制作做准备。

(1)、小组之间讨论查到的资料，讨论扎染方法。

(2)、请同学们说一说。

(3)、大家-起总结扎染的方法。

三、大显身手，动手操作

放飞你们想象的翅膀，根据自己的设计意图，有条不紊地进

行扎染创作吧!

扎、染无定法，千变万化的方法产生变化万千的效果。

四、硕果盘点，交流展示

举办扎染作品展示交流会，把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评一评

在班级内展示扎染作品，从作品的创意设计、技术掌握和作

品完成度以及学习态度、创新能力、沟通能力方面进行交流评价。

活动评价表

评

价内容

评价要点 自

评

互

评

老

师评

创

意设计

作品创意设计新颖、 独

特、富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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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掌握

能熟练运用 各种技法进

行扎染

作

品完成

度

作品纹样清晰多样，色晕

和谐，

富有美感

学

习态度

在活动中乐 于探究，勤

于动手

创

新能力

在活动中想法独特，具有

创新性

沟

通能力

能与同学和谐交流，沟通

得当

填表说明:★表示需要加油，★★表示良好，★★★表示优

秀。

五、交流总结。

1、说一说

同学们在扎染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作品还存在哪些不足?

你想如何改进?把你的收获和同学起分享吧！

2、想一想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数码艺术成为当代设计师创造

现代扎染新图形的重要工具。扎染的时尚元素被广泛地运用到了

服装、装饰品、生活用品中。

扎染可以巧妙地用于旧物改造。试一试，你能让哪些旧物焕



发第二次生命?

九、成长档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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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为依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

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

一 , 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校根据

学校实际情况建立完善学生劳动教育成长档案。从教学目标、活

动设计、工具使用、考核评价、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对课内劳动、

课外劳动、劳动周等多种形式的劳动教育开展提供指导与帮助;

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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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练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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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校成果展

小学生“整理书包” 比赛活动方案

活动目的

1.通过有趣的比赛活动，让小学生感受到自己长大了，引

导 小学生懂得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2.通过比赛满足小学生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训练小学生健

全 的体魄，增进团队精神。

3.通过比赛提高小学生生活自理能力，让小学生在日常生

活 中养成生活自理意识。

比赛内容：“整理书包”

比赛 比赛时间：

2022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

比赛地点：

多媒体教室。

参赛人员及要求：

每班 4 名选手，每人带书包以及文具、书、作业本各若干

。 比赛规则：

1、学生准备:比赛前将书包里的东西全部放在桌子上，

相互 交换位置，不用自 己的书包文具参加比赛。

2.以评委宣布比赛开始时间，并计时， 比赛时间共 2 分

钟， 学生一起整理。

3.要求分为三类:文具、书、作业本。

4.以最快的速度按要求做好整理，最后以书包整理得有条

理、 美观，动作迅速为依据。



评分标准:

1、速度方面第一名 10 分，第 2 名 9 分，第 3 名 8 分，

依次 类推。

2、摆放整齐为 10 分，根据学生整理的情况进行减分。

3、分类整理，拿取方便为 10 分，根据学生整理的情况

进行 减分。


	二、基地建立情况
	二、预期目标：
	（一）劳动教育活动的学生评价
	（二）劳动教育活动的教师评价

	一、学校劳动
	1. 每天清扫班级卫生区。

	二、方法指导,拓展思维。
	(一)、初步感知， 自主探究
	3、孩子们探究扎染的方法，并学会自己总结。

	(二)、观察分析，深入领会
	2、探究扎染的基本方法，为制作做准备。


	三、大显身手，动手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