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口市复粹学校 2021-2022 学年
劳动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一、基本情况

龙口市复粹学校，兼职劳动教师 11 人,校内劳动基地 3 处,校

外劳动基地 1 处。

二、劳动课程开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6-9 年级劳动实践课每周一课时.学

校以课堂+课外教育为主.有日常生活劳动、田园生产劳动、服务性

劳动、劳动技术特色课程等。2021 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复粹学校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整合

学校、社会、家庭多元资源，针对劳动实践活动课程进行深度挖掘，

优化校本实践课程资源，对实践活动课程展开多元设计，因地制宜，

又增设了 3 个校内劳动基地和劳动技术核雕绳艺特色课程。积极构

建落实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具有校园特色的“多彩劳动教育”的

活动体系。

1.校园家园日常生活劳动常态化。

俗话说“劳动教育于日常，习惯养成在坚持日常”从分工值日，

书桌整理收纳，教室的整洁，垃圾的分类，公共财物的爱护，断掉

节水，校园环境的清洁等等都做到团结一致，井然有序。布置劳动

清单，利用节假日，平日空余时间搞好个人卫生，整理收纳自己的



房间，洗衣服，擦玻璃，拖地，学做简单的饭菜，帮助父母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2.开辟“尚合田园”生产劳动实践基地。

学校利用有限的空间开辟三块劳动基地，尚和果园，尚蔬园，

农作物园。在春耕秋收过程中体验劳动的艰辛和收获成果的快乐。

在生产劳动中亲历工农业生产的过程，认识学会使用工具，掌握相

关技术，感受劳动的价值。



3.开展校外服务性劳动教育。

走进社区，敬老院，环卫工人，交通警察等各种职业岗位体验，

有利于坚定信念，培养优良的品德。强化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

增强社会责任感。懂得自立自强，关心社会和他人。

4.开发特色劳动技术课程—核雕绳艺等多种社团活动。

传承非遗文化，开展“学工匠精神，树劳动美德”社团小组。

美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在掌握基本的技术技能同时，也感受的

艺术魅力。提高了自身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2021.12 月协助龙

口市劳动教育办公室筹备“烟台市劳动教育工作会议。布置学生作

品展区，我校的核雕绳艺社团作品参展，并参与现场展演，均获好

评。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0.6 万元，用于劳动教育的各项开展。

主要用于劳动教育的档案管理、成长记录、教师外出培训及劳动基

地的投入方面。

四 、选用教材情况

学校选用劳动教材为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

五、学校实施情况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意见》，切

实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工作，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劳动兴趣、磨练

意志品质、激发创造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努力把学

生培养成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依据市

教育局、县教科局相关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我校劳动教育实施



方案如下。

具体目标：坚持学校和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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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践劳动教育、传统工艺劳动教育。

在家能帮助父母做些力所及的家务劳动。在校能完成打扫卫生等基

本的劳动。通过劳动技术课程和基地等劳动，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

的劳动技术及热爱劳动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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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原则：坚持思想引领。通过劳动教育，让学生学习必要的

劳动知识和技能，在劳动教育中“树德”、“增智”、“强体”、“审美”，

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坚持有机融入。

有效发挥学科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

劳动教育功能，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形成劳动光荣的正确观念；

坚持实际体验。让学生直接参与劳动过程，增强劳动感受，体会劳

动艰辛，分享劳动喜悦，掌握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提高动手

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适当适度。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征、性别差异、身体状况等特点，选择合适的劳动项目和内容，

安排适度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同时要教育学生，劳动过程中学会自

护，确保人身安全。

主要内容：课程的有机渗透。依据上级要求，开好国家规定的

劳动教育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并在其他学科教育中有效渗透劳



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美德、劳动技术的教育。要结合综合实践

课有机的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在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社会）

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劳动观念和态度的培养。

1、开展校内日常劳动常态化

“劳动教育于日常，习惯养成在坚持日常”，培养学生自觉劳

动，崇尚劳动，让孩子们获得持续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学校常规

工作中渗透劳动教育，组织学生做好值日，认真清扫校园，增强责

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组织“爱学校的集体劳动”，每个学生在班级

内寻找适合自己的小岗位，在为集体、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让学生

体验劳动的快乐，培养责任感。各班有劳动责任区，各班主任要组

织学生到责任区参加劳动实践活动，把责任区作为向学生传授知识

的另一课堂，确保“时间、地点、人员、效果”四落实。 坚持每

天上下午两次卫生区检查，进行公示。 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

生保洁和绿化美化，普及校园种植。可开辟专门区域种植花草树木

或农作物，让班级、学生认领绿植或“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

在为集体、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让学生体验劳动的快乐，培养学生

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以劳动为荣的观念和态度。培养责任感。

2、因地制宜，开辟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劳动基地是进行劳动教育的物质保证。我们除在劳动课中认真

进行爱劳动的教育和手工劳动实践外，还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利



用一切资源开辟与建立校内劳动基地“尚合园”。它包括：尚合果

园，尚合农园，尚合菜园。学生通过春种、夏耘、秋收、冬酿，经

历完整的研究性学习过程，学习了基本的劳动技能，在切实的劳动

体验 中去感受每一粒种子到一桌美食，每一粒汗水都凝聚了智

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养热爱劳动的情操。

3、家庭劳动教育。

坚持劳动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开展“做爸妈的帮手”活动。

要求学生每天坚持帮助家长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同时要求

学生自己能干的事自己干，如自己烧饭、自己做好个人卫生、自己

上学等。教育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弘扬优

良家风，参与孝亲、敬老、爱幼等方面的劳动。结合重大节假日、

寒暑假，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适量的安排家庭劳动作业

（如洗碗、扫地、洗衣、整理房间等），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力所能

及的家务劳动，体会父母的辛苦，为父母分忧；锻炼学生的生活自

理能力和劳动能力，增强劳动意识。

4、开展“传承非遗，学工匠精神，树劳动美德” 。

以开展传承非遗桃核雕为主，绳艺、陶艺、纸艺、石头画、烙

葫芦，剪纸等为辅等多种特色劳动课程体系。开展与劳动有关的兴

趣小组、社团活动，进行手工制作、室内装饰、班务整理等实践活

动；推动了综合实践和劳动教育多元开展，提升学生综合素养。通



过劳动实践体验多种传统手工艺的设计和制造工艺技能，使学生们

更加懂得了美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懂得了工匠精神的价值在于在劳

动中的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以此激励同学

们热爱劳动，在劳动中提高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生存能力！

5、社会服务实践活动。

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学雷锋活动日”、“志愿者日”、“劳动节”、

“元旦”、“春节”等节日，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志愿者服务。组织“爱社会的公益劳动”，加强学校劳动教育与社

区教育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给孩子积极参与并实践

劳动技能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与平台，让其感受劳动的快乐与光荣。

结合农村实际，在农忙时节组织学生帮助家长进行适当的农业生产

劳动，使学生通过实践获得一定的生活劳动技能和劳动知识，培养

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以劳动为荣的观念和态度，养成良好的

生活、劳动习惯。

6、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20 年 10 月---11 月）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把劳动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保证劳动教育的实效性和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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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配合各项校内外教育活动。

制定措施，提高认识。制定切合本校实际的劳动教育实施细则，

组织教师学习细则，使全体教师明确人人为劳动教育的参与者、组

织者、引领者。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12 月—2021 年 5 月）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组织相关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劳动教育，

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通过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教学能力的提高。

利用多种途径与载体。通过家长学校，指导家长重视孩子家务

劳动意识的培养；通过校本课程，传授家务劳动方法，掌握家务劳

动技能；通过不同形式的校园社团活动，加强学生家务劳动习惯的

培养；通过学校开展的各种主题活动，营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

里的事情主动做的正向引领。

课程整合与渗透。利用学校各级课程进行整合与有效渗透，利

用有利资源，丰富劳动教育内容。加强督导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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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具体

的劳动情况和相关材料计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可作为评选“劳动

小能手”、“三好学生”等的依据之一。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2 年 6 月）.

各校对劳动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总结交流。做好劳动教育成果的



积累（如汇总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的感受体会，家庭成员对孩子家

务劳动的评价感受等等）。同时要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存档工作，

并上报中心校，届时中心校将根据活动开展情况对评选出的家务劳

动小能手、劳动好少年等进行表彰。

六、 劳动周方案及佐证材料

为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复粹中

学每年利用“五一劳动节”积极开展“劳动促我成长”为主题的等

系列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校园日常劳动、服务性

劳动、家务劳动，劳动技术技能学习等劳动活动。通过开展活动实

现知行合一，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了学生们劳动动手的技能和创新精神，养成爱劳动的热情，争做劳

动小能手。

活动主题:“劳动促成长”

活动时间：5 月 1 日－5 月 31 日

主要活动对象: 初一初二学生

活动分类及内容:

六年级进行简单日常家务劳动、校园日常值日卫生劳动记录及

剪影活动；七年级开展学会一样基本的劳动技能，并且进行校内基

地生产劳动体验；八九年级开展以“劳动最光荣”为主题的手抄报

和校外社区志愿服务等；在“五一劳动周”放假期间与家人一-起



对自己的家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能帮爸爸妈妈做一-件力所

能及的家务事，洗菜、淘米、洗碗、扫地、拖地等，掌握一项劳动

技能，如穿衣服、系鞋带、叠被子等，节后在班级内开展技能比赛；

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并能做到我的饭碗里没

有一-粒剩饭。进行简单的生产劳动，熟悉基本工具使用；学习一

项简单的劳动技能，比如绳艺，核雕，纸艺，废旧材料制作。

七、 劳动清单

学

段

劳动

主题
教育目标 劳动内容

考核

标准

评价

方式

技能

比拼

六
生
活
技

能
增强劳动意识，

掌握基本生活技

会整理、清洁自己的房间，分

类摆放书籍、衣物。

定期打扫房间，分类

整理自己的物品；

A．发放《家

务劳动任务

厨艺比

工艺品



年

级

能，承担一定家

务劳动。

会使用洗衣机，能帮

助家人清洗净衣物；

会为亲友挑选适当

礼品。

单》，家长检

查并给与星

级评价。

B.对学生

创新类劳动

作品、志愿

活动汇报给

出评价并记

入学生实践

活动成长档

案，做为评

选优秀学生

依据。

制作展

活动展

示汇报

学会衣物清洗要领，能熟练使

用洗衣机。

能在传统佳节、亲友生日、探

视病人时挑选合适的礼品与

包装。

技
艺
创
新

塑创新思维，提

高动手能力。

会一项手工技能，比如缝制简

单的布艺品、制作手工编织、

剪刻纸艺作品等。

能制作富有创意的

手工作品。

精
神
传
承

学习劳模精神，

初步形成对他人

负责任的态度和

吃苦耐劳的精神

了解本地区劳模事迹，弘扬劳

模精神，传递榜样力量

以劳动模范为榜样，

并践行于生活中；

能关心照顾家人，做

父母的小帮手。
尊老爱幼，帮助父母照顾弟

妹、孝敬老人。

志
愿
服
务

学会关心他人、

帮助他人、为社

会服务。

参加敬老爱老或助残扶贫志

愿服务活动。

热心公益，乐于助

人。

七

年

级

生
活
技
能

完善生活技能，

具有独立生活能

力，承担一定家

务劳动。

会拆换被套、枕套。根据衣物

的颜色、质地进行分类清洗。 能分类清洗衣物；

能独立做出 1-2 道

菜，饭菜口味适宜。

A．发放《家

务劳动任务

单》，家长检

查并给与星

级评价。

B.对学生

创新类劳动

作品、志愿

活动汇报给

出评价并记

入学生实践

活动成长档

案，做为评

选优秀学生

依据。

内务大

比评废

旧材料

再创造

活动展

示汇报

学会简单的炒菜、煮汤等烹饪

技能。掌握常见食材清洗和处

理方法。

技
艺
创
新

培养创意设计、

动手操作、技术

应用和物化能

力。

会利用生活废旧品制作收纳

盒。

能对废旧物品进行

改造，并能使用；

精
神
传
承

弘扬劳模精神，

形成对他人负责

任的态度和吃苦

耐劳的精神

会为家人收拾外出的行李，包

括证件、衣物、生活用品、常

见药品等。

能合理分类收纳外

出行李；

会使用工具维修家

具，定期维护家中物

品，做父母的好帮

手。

会用锤子、螺丝刀等工具，对

桌椅进行简单维修。

志
愿
服
务

学会关心他人、

帮助他人、为社

会服务

为社区管理献计献策，协助设

计社区宣传栏。

积极参与社区公益

劳动，为创造美好的

生活环境贡献自己

的力量。



八

年

级

生
活
技
能

完善生活技能，

具有独立生活能

力，承担一定家

务劳动。

学会基本的急救措施。学会意

外伤害的预防与救护，会对伤

口进行简单处理。
正确掌握简单的急

救措施，成功完成一

场急救，掌握煎、炸

烹饪技能。

A．发放《家

务劳动任务

单》，家长检

查并给与星

级评价。

B.对学生

创新类劳动

作品、志愿

活动汇报给

出评价并记

入学生实践

活动成长档

案，做为评

选优秀学生

依据。

急救

厨艺，

工艺品

制作展

示，活

动展示

汇报

学会煎、炸烹饪技能。会用电

饭煲烧出软硬适中的米饭。

技
艺
创
新

培养创意设计、

动手操作、技术

应用和物化能

力。

了解一项家乡非遗技艺，并能

熟练掌握。

了解家乡非遗，学习

制作技法；

精
神
传
承

弘扬劳模精神，

形成对他人负责

任的态度和吃苦

耐劳的精神

管理家庭一周的开支。
能清楚记录家庭日

常开销，养成节俭的

好习惯；尊重、孝敬

长辈，热情待客。

协助父母接待家中客人，客人

走后主动打扫卫生。

志
愿
服
务

学会关心他人、

帮助他人、为社

会服务

将家中不用衣物、书籍，清洁

整理后放置集中回收点。

能分类整理衣物书

籍，帮助他人。

九

年

级

生
活
技
能

完善生活技能，

具有独立生活能

力，承担一定家

务劳动。

能修补缝制破损衣物；会维修

家里的小电器。
能对损坏物品进行

简单修补，了解每日

所需营养，学会烹饪

技能，并能独立完成

一餐。

A．发放《家

务劳动任务

单》，家长检

查并给与星

级评价。B.

对学生创新

类劳动作

品、志愿活

动汇报给出

评价并记入

学生实践活

动成长档

案，做为评

作品设

计展活

动展示

汇报

根据营养搭配，独立为家人准

备四菜一汤一饭

技
艺
创
新

培养创意设计、

动手操作、技术

应用和物化能

力。

学会用自己的创意想法设计、

装饰家庭生活空间，让生活更

舒适，空间安排更合理。

有自己的想法并把

它实现，美化家庭生

活空间，提高生活舒

适度。



八 、 教学设计一份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饺子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培养学生感知事物、合作探究、动手实践的劳动能力。

2. 通过小组合作研究，实践操作，使学生掌握包水饺的基本

步骤和制作方法。

3、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发挥集体智慧，培养学生互帮互学，

团结协作精神，体验劳动带来的乐趣。

重点：包水饺的基本步骤和制作方法

难点：制作过程中如何擀皮。

教具准备 面粉、馅、案板、擀面杖、筷子等材料和工具。

制作过程： ①和面和制馅②擀皮和包水饺③煮水饺

教 学 过 程（包括导引新课、依标导学、异步训练、达标测

试、作业设计等）

选优秀学生

依据。
精
神
传
承

弘扬劳模精神，

形成对他人负责

任的态度和吃苦

耐劳的精神

参与并拟定一次家庭出游计

划和出行攻略，掌握预订酒

店、机票等出游技能。

制定家庭旅行攻略，

陪伴父母外出旅游。

志
愿
服
务

学会关心他人、

帮助他人、为社

会服务

到校外基地进行一次农业、工

业、商业、服务业等劳动体验。

了解各种职业特点，

做好职业规划。



（一）由饺子文化，激趣导入

出示一张春节喜庆的图片，(图片)

从图上你知道是什么节日?说到春节，你会想到什么? (出示饺

子图片)同学们，你们喜欢吃饺子吗?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关于饺

子你还知道什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课前搜集的资料,）

分别从饺子的由来、传说、饺子馅的讲究、饺子俗语....多层次多

角度体会饺子的文化魅力。

（二）、猜想问题，呈现步骤

1、包饺子都需要哪些材料和工具?

面粉、馅、案板、擀面杖、筷子等材料和工具。(课件)

过渡语:有了工具和材料，要吃到香喷喷的水饺还需要一步一

步的来，大家想一想，包水饺需要哪些步骤?

2、根据学生的回答，我相机补充指导，(课件出示饺子的制作

步骤)①和面和制馅②擀皮和包水饺③煮水饺

第一步和面和制馅课前已经准备

3、学生试着演示第二步:擀皮和包水饺，要求学生一边演示一

边介绍，教师对每道工序分别进行评价指导，最后教师对学生欠准

确的工序.进行规范示范与讲解。把和好的面团搓成长圆条，用刀

切成一个个小面剂，在小面剂上撒上少量干面粉，然后用手掌将面

剂逐个按扁。擀皮时，用左手拿住面剂，右手掌推压擀面杖，右手



边推左手边转动面剂。两手配合好，一会儿就把饺子皮擀好了。

包水饺时，左手拖住水饺皮，用筷子把适量的馅放在水饺皮中

间，将其边沿对折，捏牢中间，由两边向中间封口。用双手拇指和

食指按住边，同时向中间微微一挤，一个胖嘟嘟的饺子完成了。

(课件出示擀皮与包饺子的方法技巧)

4、(课件出示诱人的水饺)

水饺怎样包制才最好吃?

皮薄馅多的水饺才好吃，通过师生共同交流，明确制作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注意卫生和安全)，使学生初步掌握包饺子的劳动技能。

(三)、动手操作，发现解决问题

1、学生小组进行分工，同时进行擀皮、包水饺。

要求学生适时互相轮换，小组之间可以互帮互学，以全面实践

包水饺的各道工序。教师巡视，适时加以指导(老师个别指导)。暴

露的共性问题，教师演示。

2、“比一比哪个小组饺子的花样多?”引导学生捏出各种各样

的花样水饺，体验劳动的快乐。

(四)展评

1、以小组为单位，组长代表，展示劳动成果。下面的同学当

评委，对各组的劳动产品进行质量、数量及美观程度的评价，评出

优胜组、擀皮优胜者和包饺子优胜个人，并由优胜者.2、分享劳动



经验。

(五)品尝成果，畅谈体验

1、煮饺子

通过大家的努力，每个小组都已经包好水饺了，下面我们就一

起来学习煮水饺，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提前 10 分钟烧水，水开

前提问下水饺的要领及注意事项，

（水饺下水后推动水饺和开锅后冷水点水饺的要点，煮熟后盛

到盘子里。）

2、谈收获

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师生一起品尝劳动成果，体验劳

动的快乐和幸福。

(六)课外延伸，探究创新: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大家掌握了包水饺的方法，并品尝到了我

们自己包的水饺。馄饨，可以说是一种变形的水饺。课下搜集做馄

饨的资料和经验，与家长一起包一次馄饨，并把自己的收获和感受

写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教 学 后 记（包括达标情况、教学得失、改进措施等）

这节课属于日常生活劳动。学生全程参与，积极体验劳动的快

乐，在实践中掌握劳动技能和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九、成长档案



学生的成长纸质劳动档案和电子档案每个阶段定期保存。



十 、学校成果展

1.复粹学校经中央电化教学馆验收，被评为“新时代学校劳动

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众筹众创”共同体种子学校，2021.8。

2.复粹学校被评为龙口市劳动教育示范校，2021.9。

3.复粹学校被评为烟台市劳动教育先进单位，2021.12



4.龙口市第 6 届中学生劳动教育成果展均获一二三等奖，

2021.11。

《尚合园劳动记》7.2 班获团体展评一等奖；7.2 邵娇娇《创意

制作—爱心小桃筐》获创意制作展品一等奖；9.4 赵仁赫《千年槐

祖——董家洼槐树》获考察探究展品二等奖；7.1 赵英琪《我是一



名爱心志愿者》获服务性劳动展评二等奖；7.2 宋英琪《果园管理

记》获生产劳动展评二等奖；8.1 于金佳《收纳师》获家务劳动展

评三等奖。



5.刊物发表



复粹学校

2022 年 9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