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州市第六中学 

2022-2023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莱州市第六中学，兼职教师 12人，校内劳

动基地 4 处，校外劳动基地 5处。 

    一、课程开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开设要求，制定《莱州市第六中学劳动

课程开课方案》，在高一高二年级开课，确保每周一课时。

校内课程以《六中劳动教育校本课程》为主，校外以家务

劳动、生产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为主。 

二、基地建设情况 

校内劳动基地： 

1.校内袖珍菜园两处 

2.校内月季花园一处 

3.学校食堂 

4.日常劳动基地：学校草坪、甬道、教学楼及宿舍等

场所 

校外劳动基地： 

1.文景印务有限公司 

2.昭泰面塑艺术博物馆 

3.新光大棚基地 

4.平里店敬老院 

5.莱州市制笔厂 



三、选用教材情况 

参考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以

《莱州六中劳动教育校本课程》为主。 

四、学校实施方案 

莱州市第六中学劳动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学校“崇德渝智、强体尚美、博学精思、

励志笃行”的办学目标，打造办学品牌、优化学校管理、

丰富学校内涵、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结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山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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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劳动实践教育是中小学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

总体素质的基本途径。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

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劳

动实践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具有以劳

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益美和以劳创新等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功能。 

劳动实践教育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

实际，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注重教育实效，创



新体制机制，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充分发挥学校在劳动教育中的引导作用，建立完善劳

动教育课程体系。根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

外劳动实践项目，采取灵活多样形式，激发学生劳动的内

在需求和动力。通过长期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具备满

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二、总体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学生中

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

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习

主席讲话指明了劳动教育在“德智体美劳”育人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对学校提出了加强劳动教育的新任务、新课

题。通过劳动实践教育，帮助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通过劳动

实践带领学生体会在劳动中创造美好生活，培养学生勤

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一)落实实践体验，坚持育人导向 

劳动教育课程和劳动实践活动以引导学生亲身体验,自

己动手实践为基本原则，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

以体力劳动为主，注重手脑并用、安全适度。把准劳动教



育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报效国家，奉献社会。 

(二)注重创新探索，体现时代教育 

劳动教育课教学内容要注重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

精神,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人

格的培养。课程内容要常改常新，适应当代科技发展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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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劳动技术课、发明创新课、职业体验课和劳动

法律专题课等多样课程，强化创新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

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 

(三)多科协力合作，多面评价反馈 

劳动教育要充分发挥学校现有课程与活动优势，与美

术、通用技术、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综合实践等课程

有机结合，与学校德育工作相配套，打造树德、增智、强

体、育美的综合育人劳动课程。建立学生劳动实践动态评

价体系，制定评价标准，强调过程和结果并重，注重情感

和态度教育，建立激励机制，全面客观评价劳动教育成

果。 

(四)结合本地文化，开展特色活动 

劳动教育要体现莱州地方特色文化，与莱州六中驻地

农村的乡俗乡情相结合，结合乡情教育，依托德育主题班

会及校本课程相关内容，通过科技文化节等传统活动平台



展示成果，打造“特色课程+特色活动+特色展示”三位一

体的劳动实践教育体系。 

三、劳动实践教育实施途径 

（一）打造劳动教育工作管理团队 

成立学校劳动教育工作组，由校长担任工作领导组组长，

负责总体工作;教科室、教务处、总务处和课程团队主导课程

体系建设,其他相关科目旳备课组辅助完善课程;各年级和

课程团队组织开展专题活动，提供展示平台;各年级和课程

团队负责劳动教育过程评价与记录，教科室、团委和课程团

队负责劳动教育成果展示与宣传;全校各相应科任教师负责

具体工作实施。 

（二）打造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劳动教育日常教学以综合实践课为课程主体，采用“必

修+选修”日常劳动课程形式，劳动教育必修课是新时代学生

成长与成才的人生必修课。学校针对高中生的年龄特点，把

握劳动教育基本内涵，科学设计劳动教育教材，开设劳动教

育必修课，打造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劳动教育必修课以劳动品德教育为基础，涵盖劳动概论、

劳动方法、社会分工、劳动合作等内容。课程在设计上抓住

青春期学生的思维特点，突出劳动责任观念及劳动方法教育。

知识类、方法类和习惯培养类劳动课程在日常综合实践课中

开展教学，动手实践类、手工创造类等课程与美术、物理、



生物、通用技术、研究性学习等科目结合开展。 

学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劳动。在学校日常教育教

学中，劳动教育与学生的校园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

校园环境和班级环境卫生清扫劳动机会，抓住打理植物、清

扫落叶、扫雪等季节性特殊劳动机会，建立校园内劳动实践

课堂。丰富多彩的校内劳动是激发学生劳动兴趣和热情的有

效方式，是对劳动教育必修课的重要补充和延展。相较于劳

动理论教育而言，校内活动具有良好的参与性和体验性，能

够促进学生将劳动知识和劳动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知行

合一。 

学校创新校外劳动实践教育。社会是劳动教育的重要主

体，学校劳动教育重点开发社会劳动实践教育资源，开辟校

外劳动实践教育基地。科学设计和规划校外劳动实践教育方

案，采取学生社会服务活动、研学旅行等方式，引导学生在

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基层服务等社会生产环节增长劳动技

能、磨炼劳动本领与意志。 

学校重视布置和设计校外劳动作业，采取日常打卡、家

长反馈及学生自评、校评的方式，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主动

承担起家庭劳动责任和义务。开展个人居家生活劳动，日常

家务劳动,庭台农植生产劳动,居家手工创作劳动等知识教

育。日常家庭家务类课程通过家校合作开展家庭实践课，使

劳动教育与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培养结合起来。 



（三）打造品牌创意活动 

结合学校现有教学环节与活动，融入劳动教育要素，让

劳动教育渗透至学校常规教育教学工作。 

开展一课教师体验、一日班主任体验等主题体验活动,

以学校课堂为重要展示平台，让学生通过换位了解教师职业，

促进师生互相理解沟通，在体验职业劳动的同时促进学生提

升学习兴趣。 

开展家长职业分享专题会,以每周班会为平台，家长分

享职业体验与心得，让学生了解社会各种职业职能知识，同

时体会父母工作不易，对父母产生感恩之情,学会尊重父母

职业，进一步拓展到尊重社会不同职业旳劳动。 

开展“寻找最美校园人”活动，让学生从身边开始，寻

找校园中校医、保安、保洁最美工作瞬间。逐步开展同主题

系列活动，在社会中继续寻找劳动者之美，让学生学会尊重

每一位普通的劳动者，进而发自内心地热爱劳动。 

积极开发社会资源，加强家校合作，与社会企业（昭泰

面食、苗家毛笔厂等）、学校驻地店东村村委、可靠社会机

构等加强联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多样职业体

验活动,如面塑制作体验、毛笔制作体验、田园劳动体验、博

物馆讲解员、交通疏导员等。利用学雷锋志愿活动和寒暑假

假期社会实践机会，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性活动，让

学生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社会责任,养成良好社会



公德。 

（四）打造劳动实践基地 

根据学校办学的需要，设置校内劳动实践岗，并制定劳

动实践要求；依托六中地处乡村的独特条件，依托平里店区

域农业及工业的产业特色，争取驻地政府、企业、村居三方

的支持，建立劳动实践基地。做好三个结合，将劳动实践基

地的建设和学生的生涯规划结合、和农村农业发展前景结合、

和学生的学业学习及核心素养结合。成立特色苗木劳动实践

基地、大姜、草莓产业劳动实践基地、面塑劳动实践基地、

小麦玉米良种劳动实践基地等。 

（五）打造联合劳动教育平台 

劳动实践教育基于提高劳动品质教育和劳动情怀教育

水平，基于为未来的农村储备人才，培养人才的视野，基于

彰显为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农村做教育特色服务

的情怀，争取农业大学生源基地学校的联合办学机制，争取

高校对六中学生农业教育和劳动教育的支持，争取大学和农

业科研机构对劳动知识和农学知识进行先修。通过劳动平台

的建设，真正促使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目标的实现。 

四、劳动教育评价体系 

劳动教育评价要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劳动教育

评价的作用，展示学生的劳动技术成果，促进学生创新品质

形成和创新能力发展。劳动教育评价时既要注重过程记录,



还要注重结果展示，还需要特别注意情感和态度评估。评估

时要关注个体差异，以鼓励为主，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自

尊心和自豪感，正向积极引导，提升学生劳动精神面貌、劳

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由教务处、总务处、政教处、各年级和课程团队共同记

录评价，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全面记录学生劳动过程与感

想，形成劳动日记、劳动心得等多样评价展示材料。注重多

学科合作评价,定期评选劳动榜样，开展劳动实践成果展，开

展劳动专题竞赛活动，多角度展示学生劳动收获与成果。逐

步建立公示、审核制度，全面客观记录学生课内外劳动过程

和结果，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

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五、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把劳动教育作为普通高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履

行职责，建立劳动教育的长效机制。由学校领导班子牵头，

明确相关部门职责，统筹开发和整合劳动教育资源，协调设

计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实践项目、组织实践活动。 

(二)加强师资队伍保障 

积极探索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劳动实践教育教师队伍，从

企业、社会聘请能工巧匠、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具有一技之

长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校外劳动实践基地要根据规模和特



点，配备能满足基地教学和管理需要、结构合理、有专业特

长的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 

(三)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普通高中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在坚持公益性原则下，鼓励

通过社会捐赠、公益性活动等形式支持开展校外劳动实践活

动，吸引社会力量提供劳动教育服务。 

(四)加强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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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劳动

教育实践工作规程，校内外劳动实践教育均要强化安全措施，

落实安全责任。组织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要制定完备的活

动方案和风险防控应急预案。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全

风险，在场所设施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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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校外

劳动实践活动，要与家长签订协议书，明确学校、家长、学

生的责任和权利。 

(五)加强宣传引导 

要结合普通高中教育特点，着重加强对劳动教育的宣传

引导，大力宣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典型人

物和事迹，弘扬技能宝贵、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

树立奉献意识，引导学生树立在重大疫情、灾害面前的全局

意识和责任担当，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 



五、劳动周方案及佐证材料 

青春美，劳动美 

——莱州六中“五一劳动周”活动方案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

劳动者。” 劳动最光荣，每一份辛勤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诚挚地向每一位劳

动者致敬：劳动节快乐！ 

我校依托“以劳育美：让青春绚丽绽放”的劳动教育特

色品牌，积极发挥“家校社企”多方联动共育的优势，开

展以“青春美，劳动美”为主题的“五·一劳动周”系列

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在劳动实践中

体验美好的生活，在绚丽多彩的青春花季遇见更美好的自

己！ 

一、主题：青春美，劳动美 

二、时间：2023年 4 月 29日——2023 年 5月 5 日 

三、原则 

1.安全第一。请同学们结合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落

实安全防护措施，并由家长把好学生活动的安全关。 

2.就近就便。请同学们结合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就

近就便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家务劳动等。 

3.兴趣选择。请同学们结合个人兴趣爱好和特长，积极

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劳动实践。 



4.合理利用多方资源。请同学们合理利用多方社会资

源，如烟台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关注“烟台教

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即可获取电子版图）等，拓展劳动

实践平台，提高劳动实践的实效性。 

四、内容 

1.志愿助农劳动 

本次集体志愿助农劳动实践由学校和莱州市“惠峰志

愿者服务团”发起和组织，由爱心企业马家庄现代农场免

费提供实践活动基地，同学们可自愿报名参与，劳动实践

内容主要包括葡萄园的除草、掐须、绑葡萄架子、浇水

等。具体活动细则另行通知。 

2.环保志愿活动 

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爱护环境要从

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五一假期，请同学们积极参

与环保志愿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以

实际行动助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共建美好家园。 

3.日常家务劳动 

“人间烟火气，丝丝暖人心。”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请同学们积极帮助家人分担力所能及的日常家务。 

（1）卫生清洁：请同学们整理好自己的房间，并帮助

家长做好家庭的卫生清洁等。 



（2）厨房烹饪：请同学们了解科学搭配膳食的方法，

掌握家里常用烹任原料的加工方法，并熟练使用家里的常

用厨房炊具等。    

（3）家电的使用、保养：请同学们了解安全用电、节

约用电的常识，掌握常见家用电器的使用与保养方法。 

备注：1.学生的劳动实践成果记入《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

档案》。 

2.照片、视频等活动材料请各班级负责收集存档。 

 

莱州六中 2023 年“五·一”劳动周 

学生劳动实践活动记录表 

 

年级：       班级：       姓名： 

类别 项目 写实记录 

志愿 

服务 

 

1.志愿助农劳动  

2.环保志愿活动  

3.  

家务 

劳动 

1.卫生清洁  

2.厨房烹饪  

3.家电保养  

4.  

5.  



其它 

劳动 

1.  

2.  

学生感悟： 

 

 

 

 

 

 

家长评语： 

 

 

 

家长签名： 

 

说明：1.每完成一项清单任务，请在对应的栏目简要填写活动记录； 

2.写实记录和感悟栏、家长评价栏可以添加附页。 

青春美，劳动美 

——莱州六中学子参与“五·一”志愿助农劳动实践活动 

莱州市第六中学  陈翠婷 

     劳动铸就梦想，奋斗书写青春。 4 月 29日，莱州六

中 300 余名高一学子走出校门，走进自然， 参加了惠峰

志愿者服务团组织的六中学子“五一助农”志愿劳动实践

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志愿精神，以劳动之美彰

显青春之美。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在明媚的春光里，

首次正式加入义工团队的六中学子庄严地许下青春的誓

言：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

愿精神。  

 

带着期盼已久的激动和兴奋，同学们走进葡萄地里，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劳动之中。本次助农劳动实践内容主要

包括葡萄园的除草、掐须、浇水等项目，在技术员的指导

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同学们分组合作，秩序井然。 



 

听，技术人员洪亮的讲解在空中回荡，同学们拿出笔

和便签本正在认真细心地记着；看，同学们专心掐须的神

情在春风中绽放着劳动的美丽；听，同学们用手轻轻一

拧，哗啦啦的流水在葡萄地里欢快地流着。同学们都是头

一回干这种农活，一开始上手的时候还多少有些忐忑，待

熟练之后便干的又快又好了。除草虽然无需考验精巧的技



术，但也实在是一项累活。除草事毕，同学们表示虽然挺

累，但在这生机盎然的春日里看着已除净杂草的葡萄园，

劳动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心里感到特别自豪。 

 

 



 

 



“最是一年好时节，躬身劳动正当时。”本次志愿劳

动实践活动，是莱州六中“青春美 劳动美”五一劳动周中

的一项志愿活动，也是莱州六中“家校社企”四方联动的

创新尝试。通过本次劳动实践活动，同学们不仅学到了许

多关于葡萄种植和管理学科知识，也深切体会到了劳动的

快乐和奉献的幸福！  

 

 

莱州六中五一劳动周劳动实践清单 

莱州市第六中学   班级：高二六班 姓名：高英喆 日期：2023

年 4 月 28 日—— 5 月 3 日 

项目 具体时间 写实记录 



共同 

劳动 

清洗

衣物 

4月 29

日 

7：30 

先放水在洗衣盆里，把脏衣服放水里浸

泡，用肥皂抹在衣服上，使劲搓，把污

渍搓净，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整理

房间 

4月 29

日 

8：00 

把书按照类别摆放整齐，再收拾地板上

的垃圾，先把垃圾收集起来扔进了垃圾

桶，再用扫把把地上的垃圾仔仔细细地

扫干净，最后，拿起拖把开始拖地。 

烹饪

菜肴 

4月 28

日 

18：20 

先把油倒进锅里，然后把剩饭和蛋放进

锅里。把蛋前后翻了几下，半勺盐放进

去。酱油倒进锅里，拿着菜刀把案板上

的葱花小心翼翼地切成了几十段。再把

锅盖拿开把葱花放进去，翻炒几下，一

碗色、香、味俱全的蛋炒饭就做好了。 

个性

化劳

动 

手工

制作 

5月 1日

傍晚 

划线，锯木板，拧螺丝......一个个步

骤随着时间流逝，终于，一只小盒子诞

生于我的手中 

   

   

 

学生感

悟  

这些家务劳动使我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

磨练。实践决定认识，认识于实践活

动。这也是我投身于实践活动的原因之

一。 



家长评

语 

极大的提高了孩子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更加自立

和勤奋。 

（注：“共同劳动”为所有学生大休期间必须完成的家务劳

动任务，“个性化劳动”为学生根据自己家庭实际情况与家

长一起商定的家务劳动任务。） 

六、多彩劳动节方案及佐证材料 

“青春美，劳动美” 

——莱州六中“多彩劳动实践节”活动方案 

劳动铸就梦想，奋斗书写青春。为引导学生在亲自劳动

的过程中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底蕴，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切实提高劳动素养，我校开

展以“青春美，劳动美”为主题的“多彩劳动实践节”主题教育

活动，特制定此方案。 

一、活动主题：青春美，劳动美 

二、活动时间：2023 年 11月 5 日 

三、活动地点：袖珍菜园、物理实验室 

  四、活动内容 

（一）启动仪式 

学生主持，孙承恩、王振寰、赵湘东、迟青青、姜春

晖及劳动教师列会，高一高二班长、团支书参与。 

（二）赞颂劳动 



通过赞颂劳动的诗歌朗诵，激发学生热爱劳动的情

怀，树立起“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的观念，充分发挥劳

动实践的综合育人功能，让劳动成就学子美好人生。 

（三）收获瓜果 

金秋时节，正是瓜果飘香、五谷丰登的季节。我们通

过喜摘扁豆、丰收地瓜活动来展示我们袖珍菜园的成果。 

（四）劳动成果展示 

展评时间为 11月 5 日晚 6:00 

 本次劳动成果展除袖珍菜园的成果外共分为三类 

1.编织类 

编织是一项传统工艺，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选

择自己喜欢的编制材料和样式，编织出设计精美、富有创

意的作品。 

2.手工类 

要求学生利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进行制作，主题

内容健康向上，作品外观精美牢固，旨在鼓励学生多动手

多思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 

3.科技类 

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设计出富含科技、具有创新的

作品，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次展评高一高二每班推荐六项优秀作品参展。每类设一

等奖 6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共计 108 项。 



“青春美，劳动美” 

——莱州六中“多彩劳动实践节”集萃展示 

 

劳动铸就梦想，奋斗书写青春。为引导学生在亲自劳

动的过程中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底蕴，养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切实提高劳动素养，我校

广泛征集劳动教育教师和学生们的建议，于 2023年 10 月

至 11 月开展了以“青春美，劳动美”为主题的“多彩劳动

实践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一、春华秋实，硕果累累 

金秋时节，正是瓜果飘香、五谷丰登的季节。我们通

过喜摘扁豆、丰收地瓜等秋收活动来展示学校袖珍菜园的

丰硕成果，并烹饪成美食共同分享，在过程中，体验劳动

的乐趣，体会劳动的光荣，学会珍惜劳动人民的劳动成

果。 



图  

图 1 体验秋收活动     

 

    图 2 体验秋收活动 



 

 图 3 共享秋收成果 

二、实践出真知，磨练长才干 

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我们通过开展多类别、

全方位的劳动成果展示评比，促进同学们劳动创新意识，

能够让同学们从实际行动中，体会劳动的魅力，感受科技

的力量，品味智慧的卓绝，感恩劳动人民通过艰苦奋斗为

社会积累的财富，弘扬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优良传统，进

而培养起学生们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责任感。 

    1.编制类作品展示评比 

劳动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编织了五彩班斓的生

活，我们倡导同学们发挥自己的想象，运用丰富的中华传

统编织技艺，编织出设计精美、富有创意的作品。 



             

图 4 作品制作过程 

 

图 5  作品展示 

2.手工类作品展示评比 

同学们利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进行工艺品制作，

有的利用树叶、饮料瓶制作精美的摆饰，变废为宝；有的

运用软陶技艺等雕琢形象的玩偶，传承经典。很多优秀的

作品脱颖而出，充分展示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审美能力

和创造能力。 



 

图 6 作品制作过程               

 

 图 7 作品展示                    

3.科技类作品展示评比 

同学们充分运用科学知识，设计出富含科技、具有创

新的实物模型，自由构想科技漫画，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激发了广大学生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进了学校素质教育的深入

开展，促进了学生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 



 

图 8 作品制作过程        

 

图 9 作品展示 

我们组织全体劳动教育老师，以及高一、高二各班班

长和团支书对展示的各类学生作品进行评比打分。每类设

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20 名，共计 108 项。

优秀指导教师三名。老师组织，学生分工，活动现场热火

朝天，将“青春美”、“劳动美”推向高潮。 



 

图 10  评比现场 

 

                图 11  分数统计 



 

图 12  奖状展示 

 

三、劳动之歌，永唱不衰 

我们还组织同学们通过朗诵《劳动之歌》，讴歌劳动，

为劳动增添一抹诗画意，闪烁其绚美的光辉，让同学们在

表达情感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发热爱劳动的情怀，将“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的观念融入血液，将青春的热忱

谱写成奋斗的乐章。 

 



图 13  活动现场 

 

图 14 活动现场 

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劳动是人类存在的基础

和手段，是一个人在体格、智慧和道德上臻于完善的源

泉。”我校以“青春美，劳动美”为主题的“多彩劳动实践

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的圆满举办，是我校劳动教育和德

育教育有机融合的完美展示，充分发挥了劳动实践的综合

育人功能，让劳动成就学子美好人生。 

七、家校携手，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 

家校携手，共谱“双家”劳动之约 

莱州市第六中学   

为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劳动习惯，促进学生劳动素

养、优秀品格和正确三观的形成，积极落实中小学家务劳

动契约制活动，我校开展了家校携手合作的“双家”家务

劳动契约制活动。 



1.组建团队，确定“双家”劳动方案。 

 学校组建了一支年轻有为、热爱劳动教育的家务劳动

契约制课题研究队伍，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探讨。基于六

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大多时间都是在学校里，学校

也是学生的“家”。我们最终确定：制定学校、家庭“双

家”劳动契约方案，家校合作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

家务劳动技能和劳动习惯。 

2.家校携手，签订家务劳动契约。 

家庭是培养学生良好劳动习惯最重要的场所。学校制

定并与家长一致签订了《家务劳动契约》，家校协作，共促

成长。 

我们制定了家务劳动清单，主要包括日常劳动和个性

化劳动，日常劳动主要有清洗衣物、整理房间、烹饪菜

肴，个性化劳动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擅长

的或者喜欢的家务劳动去做。记录好家务劳动的时间及感

悟，附上照片，并让家长写出简单的评语对孩子的劳动过

程进行有效的评价。为了便于反馈，学生任选一种记录方

式提交，一是纸质劳动清单，电子照片提交至班级相册文

件夹；二是电子版劳动清单，附上劳动照片或视频。每两

周收集一次家务劳动清单，并进行合理的评价、反馈和激

励，不断激发学生的家务劳动热情，提高学生家务劳动技

能，强化学生家庭责任意识。                                                                                                                                                                                                                                                                                                                                                                                                                                                                                                                                                                                                                                                                                                                                                                                                                                                                                                                                                                                                                                                                                                                                                                                                                                                                                                                                                                                                                                                                                                                                                                                                                                                                                                                                                                                                                                                                                                                                                                                                                                                                                                                                                                                                                                                                                                                                                                                                                                                                                                                                                                                                                                                                                                                                                                                                                                                                                                                                                                                                                                                                                                                                                                                                                                                                                                                                                                                                                                                                                                                                                                                                                                                                                                                                                                                                                                                                                                                                                                                                                                                                                                                                                                                                                                                                                                                                                                                                                                                                                                                                                                                                                                                                                                                                                                                                                                                                                                                                                                                                                                                                                                                                                                                                                                                                                                                                                                                                                                                                                                                                                                                                                                                                                                                                                                                                                                                                                                              



3.以校为家，练就家务劳动本领。   

        校园是锻炼学生家务劳动技能最为重要的实践基地。我

们以日常校园生活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责任意

识，提升学生家务劳动技能。      

    1）借助校园劳动清单，培养学生家务劳动习惯。 

学校设计了校园公共区域、班级、宿舍劳动清单，拟

订了具体的细则要求。学生全员参与校园绿化、保洁等工

作，每天劳动 30分钟。学校每天通过评价和反馈，对学生

劳动成果进行量化评比，激励学生在劳动时间内能快速高

效地将各项细节落实到位。 

 2）借助个人劳动清单，提高学生家务劳动技能。 

  各班级制定了教室、宿舍劳动清单，将每人每天所

承担的劳动内容全部详细列明。采取组长、宿舍长负责、

班主任监督的方式，确保每人每天的每一项任务落实到

位，锻炼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养成整理收纳和卫生清洁的

良好习惯和熟练技能。 

3）借助劳动教育课堂，提升学生家务劳动素养。 

我们依托《莱州六中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在课堂上开

设了“阳台上面种姜山”、“巧手包饺子”、“袖珍菜园我打

理”等课程，使学生掌握一些家务劳动的技能，磨练劳动

意志，塑造劳动品格。 

4.依托活动，深化家务劳动契约。 



学校举办了“最美宿舍”、“最美教室”等活动，通

过叠被子、整理书桌比赛等具体活动从细微处落实学生家

务劳动习惯的养成，增强学生的家务劳动技能，提高学生

的家务劳动素养。五月份，我们举行了“我劳动，为我

家”演讲活动，让学生通过总结反思来进一步完善家务劳

动契约制度，将家务劳动契约制活动向纵深推进。   

八、学生成长档案 

 

八、劳动实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