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 

2021-2022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6人，

有校内外劳动教育基地，进行农业种植活动。 

一、劳动教育课程开展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开足开齐开好劳动课程，初一初二年 

级每周 1 课时。现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6 人。学校以课堂

教育为主，劳动课教师根据每个年级《劳动实践活动手册》进行

教学活动。按照国家课程要求开设劳动课程,在课时安排上，各

年级每周 1节。统筹安排课内外时间，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方式，安排家务劳动、校园劳动和校外劳动等。课外根据劳动清

单，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劳动。 

二、劳动基地建立情况 

结合实际，学校对校内劳动实践基地建设作了整体规划，学

校西面、东面、北面都开辟了 “绿地”作为学生劳动实践园，

大约占地 １３０平方米。学校分配后，由生物社团、厨艺社团

划片管理“责任田”，种植农作物。责任落实到社团老师，社团

老师规划每学期学生劳动实践的内容和时间。 

校外劳动种植基地于 2021 年 6 月在莱山区“弘邦宝第”小

区山上建立。面积约 200 多平方米。学校组织学生在校外劳动基

地定期进行种植劳动。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2 万元，用于劳动实践园平整土地、 

施肥、购买劳动工具以及蔬菜种子和农作物小苗、奖励劳动

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班级和学生等，为学生劳动教育提供可持续的

经费保障。 

四、选用教材情况 

我校每个年级选用我校自编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进行教

学活动行教学 

五、学校劳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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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山东省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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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

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全面

实施的，结合实际，特制定我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二）育人目标 

1.通过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理解劳动创造美好生活，领悟 

劳动的价值，能够尊重普通劳动者，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2.通过实施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学习必要的劳动知识，掌 



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并为将来的生产、生 

活奠定基础。 

3.通过劳动实践，对学生进行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劳动工具 

和珍惜劳动成果的教育，并进一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助人为乐 

的精神品质，增强集体荣誉感。 

（三）课程实施 

坚持学校和家庭、社会相结合，开展劳动习惯养成教育，突

出抓好校园日常劳动训练、传统工艺劳动教育、社会服务劳动教

育、职业体验。通过校园日常劳动、家务劳动、传统工艺劳动教

育、社会服务劳动和职业体验，使学生初步学会一些基本的劳动

知识，逐步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良好的劳动习惯以及热爱劳动

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 

1.落实劳动课程设置 

学校开足开齐开好劳动课程，实行 1+X 课时制度，每周 1 

课时，统筹安排课内外时间，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安

排家务劳动、校园劳动和校外劳动等。学校加强日常督导，确保

落实劳动实践时间。每学年开设一次劳动周活动，鼓励学生走向

社会、参与集中劳动。 

2.确定教育内容 

以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内容开展劳 

动教育。各年级围绕卫生、劳动习惯养成，培养家务和校园劳动 

习惯，做好个人清洁卫生，主动分担家务劳动，适当参加校内外 



公益劳动，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体会劳动光荣。结合实际，开 

展一些家政、烹饪、手工、园艺等相关内容和活动，提高劳动教 

育实效性。 

3.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1）加强校内劳动实践教育。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 

主导作用，把劳动教育纳入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规划，开展劳

动主题教育，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校园文化。 

① 注重学生的自我服务。学校日常工作中渗透劳动教育， 

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班级的物品可以分工管理，

让学生人人参与。 

② 建立校园值日生制度。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清洁和绿 

化美化，做好校园种植活动。学校加强各项工作的日常管理，班 

主任加强本班学生劳动技能培训，通过“争先创优”提高学生的 

劳动光荣感和集体荣誉感。 

③开展好劳动教育活动。学校依托学科教学和社团活动，指 

导学生灵活掌握各类知识和技巧，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2）鼓励日常家庭服务劳动。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 

基础作用，密切家校合作，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家长根据 

孩子年龄特点，要求孩子主动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利用衣食住 

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让孩子学会掌握必要的家务劳 

动技能，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技能。 

① 各班级教育学生自己事情自己做，家里事情帮着做。利 



用家访或家长会的时机，让家长成为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者

和协助者，形成劳动教育合力。 

②家长督促检查，形成固定的家务劳动岗位。利用节假日期 

间，为学生布置适合学生身心年龄的实践活动，规定时间内学会 

做某一件事，由家长作指导，让孩子有所收获。 

③形成班级劳动教育课程。根据家务劳动的需要，使学生认 

识和选择劳动工具和材料，学会家务劳动的技能和技巧，如

洗涤方法浸泡、揉搓、漂洗等，厨艺技能揉、擀、包、切、洗、

拌、炒等。 

（3）丰富社会劳动实践活动。学校以“研学活动”为载体， 

组织公益活动，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家庭、社区组织 

的助老助残、绿化美化公益劳动。利用相关的节日组织学生参加 

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家长还要创造机会让学生走进新农村，体 

验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文化 

（四）督导评价 

  建立学生劳动评价制度，评价内容包含参加劳动次数，劳动 

态度、实际操作、劳动成果等方面，突出家务劳动评价，形成劳 

动教育评价体系。坚持自我评价，辅以教师、同伴、家长等评价， 

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改进。定期开展劳动素养监测。 

  在活动过程中举办劳动成果和作品展示，可以通过文章、照 

片、艺术作品、视频、表演等形式分享活动经验。针对劳动实践 

教育活动，各班级可以充分利用公众号进行分享与推广，扩大社 



会影响力。 

（五）条件保障 

1.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了劳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副 

校长任副组长，中层领导和各年级主任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对 

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组织实施作出决策和部署，负责总体协调、人 

事安排、经费投入、资源开发等方面工作，并及时管理和调控实 

施过程，全面把握实施状况。 

2.师资保障 

  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根

据学校劳动教育需要，配备 1 名专任教师，聘请一些校内外相

关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劳动实践兼职指导教师，积极开展劳动教育

的教研活动，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 

3.统筹协调 

  加强组织协调，充分要发挥班主任、任课教师的作用。借助 

家庭、社会的力量，共同关心支持劳动教育，每学期安排高年级 

学生利用研学活动到社会综合实践基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加强 

学生的劳动教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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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 

动的安全风险，认真排查、清除学生劳动实践中的各种隐患，在 



场地设施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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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于未然。 

六、学校劳动实践月活动方案 

在劳动实践月中举办劳动实践节，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 

（一）活动时间：３ 月 1 日——３ 月 3１ 日 

（二）活动内容 

活动一：掌握生活技能 

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为今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奠定 

基础。 

具体形式： 

初一年级：学会分类整理生活、学习等用品，学会收拾碗筷、 

擦桌子及摆放椅子，掌握扫地、拖地，洗碗、清洗简单衣物

等基 

本生活技能，学习日常生活自理，学习家庭种植、烹饪、厨

余清洁，学习采购健康安全的食品，感知劳动乐趣。 

初二年级：学会刷碗、洗衣服、独自整理房间等力所能及的 

家务劳动，更深入学习家庭种植、烹饪、厨余清洁技能、采

购健康安全的食品，主动分担家务。 

初三四年级：做好自己房间的卫生清理、物品归整等；  

自觉进行家庭种植、烹饪、厨余清洁、采购健康安全食品的

家务劳动，主动分担家务，为家里增添一抹温馨。 

活动二：校园种植活动 



(参与对象：生物社团、厨艺社团学生) 

具体形式： 

学校开辟了校园种植实验基地，生物社团、厨艺社团学生认

领绿“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各社团自行准备蔬菜种子，开

展植物种植活动。社团老师加强学生劳动技能培训，利用课余时

间讲解种植方法，认识各种农具。学生定期为植物浇水、施肥、

写出种植劳动日记，感受呵护生命成长的喜悦。 

活动三：自我服务快乐多 

(参与对象：初一至初四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组织学生做好值日，认真清扫校园、教室内的卫生，合理、

有序、整齐摆放教室物品，整理清扫用具；主动维护黑板、课桌、 

讲台、教学仪器等，让学生们在劳动中享受快乐。依托学科

教学 

和社团活动，指导学生运用各种劳动工具动手操作，灵活掌

握各 

类知识和技巧，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四：多彩的家庭劳动 

采购、种植、烹饪、清洁、修理、安装、收纳整理、手工制

作……学生的智慧和巧手可以为家庭的生活增添亮丽色彩。 

（参与对象：初一至初四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和家人一起来劳动，无论做哪一项家务，锻炼自己的动手能

力、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 

活动五：向劳动者致敬 

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美好事物的源泉。人的幸福存在于 

生活之中，生活存在于劳动之中。的确如此，生活中的一切

美好 

来源于劳动。你也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劳动及劳动者

的崇 

敬和赞美吧！ 

（参与对象：初一至初四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利用班级的展板，以手抄报、绘画、书法、贺卡等形式表达

自己对“劳动”的理解，对劳动者的尊敬和感恩。 

活动六：社会劳动实践 

各班级可以以多种形式开展，职业体验、社区服务、公益劳

动、农业种植……学生可以集体劳动，也可以个人劳动。 

（三）评价与奖励 

日常劳动卫生与卫生检查评比工作相结合，纳入常规先进班 

评比；评选“劳动之星”、“劳动小能手”、优秀劳动班集体，

成 

绩纳入常规先进班评比。劳动实践月有关活动可以通过微信

公众 



号等途径展示。 

 

 

 

 

 

 

 

 

 

 

 

七、学生劳动清单 

初中学生劳动教育清单 

（一）家庭劳动 

（1）清洁整理。能独立洗、晒、理自己的衣物。对自己的 

房间能有合理的规划（学习区，休息区，衣物区等），每周

定期 

整理，保持房间整洁清爽。 

（2）照顾亲人。能照顾家中老人和幼小弟妹，掌握基本家 

庭急救措施。 

（3）待客之道。会泡制茶叶、咖啡等日常饮品，能编发节 



日祝福短信、微信；学会传统佳节亲友生日、探视病人时礼

品选 

择与包装。 

（4）出行规划。为个人或家庭出行、旅游做合理设计、规 

划。 

（5）拿手好菜。学会削皮、切块、切片、切丝的简单刀工， 

掌握蒸、煮、煎、炒、煲汤等基本烹饪技能，会两三样拿手

菜。 

（６）采购健康食材，理性购物。学会采购时看配料表，辨

别对身体有害的成分， 购物时有节制。 

（７）家庭种植。学会利用花盆、一次性饭盒、塑料桶、泡

沫等开展阳台种菜，培养爱心，养护生命。 

（二）美化校园 

（1）教室布置。创意布置教室黑板报、读书角等文化阵地。 

（2）校内劳动。每周每生完成 1 课时校内劳动时间，可以 

是班级值日、校园保洁、图书整理、午间用餐劳动、食堂帮

厨等 

集体劳动。 

（4）公益活动。结合学校团日活动和德育活动，参加校园 

公益活动。 

（5）垃圾分类。以身作则对校园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三）志愿服务 



（1）职业体验。利用假期，尝试 1-2 项职业体验，初步建 

立职业意识，为将来职业选择做准备。 

（2）志愿服务。以班级为单位，寻找合适的劳动定点实践 

基地，社区孤寡老人的家政服务，进行志愿者服务。 

（3）乐善好施。拟定“学雷锋”活动方案，结合实际情况， 

在校园或社区以“做好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扎实有

效的爱心服务行动。 

八、成长档案 

（1）劳动瞬间记录 

弘邦宝第校外劳动基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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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体验 

 

 

 

 

 

 

 

 

 

 



家庭采购 

家家悦超市师生一起采购 

 

 

 

 

 

 

 

 

 

 

九、成果展 

                    

 

 

 

 

 

 

 

 



 

 

 

 

 

 

 

 

校劳动实践节作品展示 

 

 

 

 

 

 

 

 

 

 

 

 

 



 

 

 

 

 

 

 

 

 

 

 

 

 

 

 

 

 

 

 

 

 

 



 

 

 

 

 

 

 

 

 

 

 

 

 

 

 

 

 

 

 

 

 

 



 

十、教学设计 

《“鸭脚”变身记》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本节课内容选自我校校本课程《劳动教育》第二章《家务劳

动》中创意家居美化中的一节。本节课内容对提高学生的实际动

手操作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提高学生审美情趣起

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本节课学习引导学生崇尚辛勤劳动、尊重劳

动成果；引导学生在艺术创作中学会与他人合作分享，体验个人

对团队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感受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幸福的积

极体验；引导学生爱劳动、爱生活、爱创新，通过创造性劳动实

现人生价值，成为新时代奋斗者。 

二、学情分析 

本次课的授课对象为六年级的学生。此阶段的学生有较强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动手能力，但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会遇到技术问题，需要较强的理论和技能做引导和点

拨；六年级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容易兴奋，而且有很强的表现

欲望，但合作能力稍差，针对这一特点我采用游戏法、启发诱导

法、问题驱动法、竞赛法等教学方法，充分挖掘每个学生的潜在

能力的同时让学生明确每个人在团队中是积极互依的，感受团队

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有充分考虑团队进度的个人责任，用团队的

共同利益推动个体学生的个人行为，促进合作学习的效果，以此



提高学生的合作素养。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生能独立用银杏叶子做一朵层次分明的玫瑰

花；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用一片或者几片银杏叶子做一只蝴蝶。 

技能目标:通过实际操作，掌握卷、压、捏、打结、捆绑等

技能，在创作过程中提高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小组合作过程中提

高合作交往能力，在欣赏比较评价的过程提高审美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感受劳动创造美、劳动

创造幸福的积极体验，激发学生热爱生活、感恩他人的情感。 

教学重点：花瓣层次的掌控 

教学难点：花瓣松紧程度的掌控 

四、教学流程 

（一）揭秘欣赏，初识玫瑰 

1.鸭脚揭秘。以欧阳修的《鸭脚》和梅尧臣的《依韵酬永叔

示予银杏》引导学生揭开“鸭脚”的神秘面纱，集中学生注意力

的同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魔术《变“鸭脚”玫瑰》。以魔术的形式将鸭脚玫瑰呈现

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在观察中有初步认识，产生探究的欲望，形

成初步构想。 

（二）探究发现、创意造型 

做花心——卷花瓣——缠花托，学生根据微课视频制作玫

瑰。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创想更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提高实际



动手操作能力的同时发挥创造力。 

（三）小组合作、大显身手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充分利用每个人的优点，实现互帮

互助，提高自我价值感的同时让学生明确每个人在团队中是积极

互依的，感受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要充分考虑团队进度的个

人责任，用团队的共同利益推动个体学生的个人行为。 

（四）展示评价、评选创意 

各小组评出组内最佳作品，老师带领学生一起对最佳作品按

照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引导学生自评与互评。表扬鼓励创意作品。

引导学生欣赏美，提高审美能力。 

（五）沟通情感，表达祝福。 

让学生分享自己作品的赠予人及表达的祝福语，进行感恩教

育的同时实现情感的升华。 

五、教学反思 

从课中学生作品呈现来看，学生参与度很高，卷、压、捏、

打结、捆绑等技能掌握的很扎实。充分抓住了六年级学生喜欢新

奇这一特点，设计课的每个环节，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

中完成本节课的学习，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作品，引导孩子们

每一份作品都凝聚着他们自己的的智慧和心血，让孩子们体验劳

动带来成功的喜悦和自豪感，提高自我价值感的同时，真正的体

验了创造的乐趣。并且在活动中学会如何与他们合作、沟通、如

何评价欣赏自己和别人的劳动成果。培养专注、精益求精、坚持、



不放弃、创新的工匠精神。 

本节课无形中渗透智育、德育、智育美育的因素，起到以劳

启智、以劳树德、以劳育美的效果。引导学生对辛勤劳动的父母

和老师表达敬爱和感激之情，进行感恩意识的培养，达到全面育

人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