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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丁家学校 2020-2021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

展报告 

基本情况：龙口市下丁家镇下丁家学校，专职劳动教育教

师 0 人，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14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1 处，

校外劳动教育基地 0 处。 

一、课程开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1-9 年级每周 1 课时。学校以课

堂（课外）教育为主，形式有：家务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

务、生产劳动等等。劳动课上教师使学生形成一种乐于劳动的

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如情境法，通过创设与课文内容有关的

情境，如把自己当作环境卫生的保卫者、班级的美容师，把枯

燥的卫生打扫变得富有人情味，学生干起来也特别积极；也可

运用尝试发现法，让学生独立思考，自行发现问题，并寻求答

案。结合学校的劳动实际，教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入校

第一次大扫除，教给学生怎样扫地、排课桌等，既美化教室的

环境，又学会打扫方法。教学生劳动，家庭的作用不能忽视，

因此要发动家长，每逢节假日教孩子适当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可组织学生向家长学一样劳动本领，开展“我学会了……”

的活动，扩大学生的劳动范围。在劳动中，教师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评价，不断激励学生的劳动热情，自觉端正劳动态度，是

取得良好的劳动效果的重要保证。 

① 学生自评。在劳动中，要求学生随时检查自己做到了

没有，做得对不对，与要求有多大差距，随时做到自我调整。 

② 学生互评。学生相互间的启发帮助，比教师一个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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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班同学考虑得更周到、细致。 

③ 家长参与评价。对于生活自理方面的劳动，学生在家

的实践由家长给予评价。 

④ 教师评价。在上述的基础上，再由教师对学生作全面

的评价，重点放在总结经验，明确下一步的努力目标上。 

二、基地建立情况。 

本校建有校内厨艺课堂一处，位于学校北侧综合楼三楼，

面积大约 40 平方米。校内劳动基地，位于校园西南角，占地

50 平方米。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1 万元，用于劳动教育的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 

四、选用教材情况。 

学校选用劳动教育教材为：1-5 年级使用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课程指导》6-9 年级均使用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五、学校实施方案。 

下丁家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劳动和劳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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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做好学生良好习惯养成教育工作，制

定本方案。 

二、各项教育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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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绿护绿活动教育。 

(1) 学校在园旗下讲话中向全体老师和学生发出号召：人

人参与植树节护绿、养绿系列活动，为美化、净化环境尽一份

力。 

(2) 中高年级可开展“爱护环境动起来”活动。各班组织

开展在校内植树、除草、松土、浇水、修枝等活动。 
2、自理劳动、家务劳动教育。 

各班将劳动教育纳入班级主题教育活动，并和“家校一体”

教育评价工作结合起来，利用家长学校向家长和学生宣传劳动

教育的重要性，用“家校联系卡”形式建立“学生家庭自理劳

动、家务劳动基地”。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能力，通过“评比”等形式开展：不要

大人喂饭，自己叠被整理房间，“认菜名”拣菜洗菜，打扫卫

生等家务劳动实践活动。 
3、班级劳动。 

(1) 做好班级值日等日常劳动指导，确保每位学生参与班

级劳动，劳动到位。 

(2) 开展每月一次的学校大扫除活动，增强学生的劳动意

识，对学生进行劳动技巧的指导。 
4、课堂教学。 

三〜五年级综合与实践教师认真落实《劳动与技术》教育

目标，开展必要的综合实践活动，积累活动材料并上交德育处。 
5、节日教育。 

各班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开展“谁是最可爱的人”主题班

队会，学唱《劳动最光荣》，诵读《粒粒皆辛苦》等活动。 

三、家庭、学校教育做到“八不要” 

1、 不要把劳动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如“不按时交作业，



4 

 

罚做清洁”。 

2、 不要用“免劳”来奖励孩子，如“今天作业全对。扫

地任务免了”。 

3、 不要再孩子面前蔑视劳动，如“现在不好好学习，将

来就要捡垃圾”。 

4、 不要因为干不好就“不用””，如“你洗不干净，不

用你洗”。 

5、 不要因为一次失误而训斥，如“怎么把碗打破了，真

够笨的”。 

6、 不要用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如“10 分钟了，一件

还没做完，我都做 3 件了”。 

7、 不要否定孩子的劳动成果，如“看你洗的袜子，跟没

洗有啥两样”。 

8、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一些“厌恶劳动”的话，如“居委

会让大家扫雪，我才不去呢”。 

各班简要总结教育活动，期末交德育处。根据总结情况，

德育处评选“劳动好少年”。 

六、劳动周方案及佐证材料。 

下丁家学校劳动教育周方案 

—、指导思想: 

为了贯彻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我校“劳动教

育”实施计划。培养学生劳动的意识，掌握初步的劳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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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参加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和社会实践，养成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的好习惯。 

二、教育目标: 

1、在家能帮助父母做些力所及的家务劳动。 

2、在校能完成打扫卫生等基本的劳动。 

3、通过劳动基地等劳动，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技

术及热爱劳动的品质。 

三、具体措施: 

1、加强学习，确立劳动教育的地位 

组织教师学习市区相关文件，从培养目标的高度，更多理

解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劳动教育的目的、任务和

要求；学习各地劳动教育的先进经验，增强教育工作的时代

感。同时，利用家长会，宣传劳动教育的意义和劳动教 

育的重要性，要求家长协助学校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做好

“三保证”︰我们把劳动教育列入工作计划，学期结束时评估

优劣;二要订好劳动教材和手工劳动材料，做到人手一册，一

人一份，保证劳动教育材料;三要建立劳动教育检查制度，保

证劳动教育的正常性。从而确立了劳动教育的地位，促进了劳

动教育的顺利开展。 

2、因地制宜，开辟劳动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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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劳动基地的开辟与建立。 

首先，开辟校内的劳动教育基地。我校的院区及绿化区，

一年要除草数次。绿化区的月季花需要施肥、浇水、修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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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这项工作作为学生进行劳动锻炼的一项任务，全部由学生

承担。我们将划分给班级包干，负责定期拔草、除虫浇水、修

剪等工作。 

其次，我们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打扫街道等公益性劳动，将

泳汶河路东段公园作为校外的劳动教育基地，由各年级学生轮

流做好路面的清扫工作(主要捡拾白色垃圾)。 

此外，积极倡导学生在家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父母的

事情帮着做，还通过定期的问卷调查，及时了解情况,使劳动

教育落到实处。 

3、举行竞赛，激发劳动教育情趣 

四、主要工作安排: 

2 月份:校内劳动基地分工。开展“生活习惯五个一”活

动。即每天做一次家务劳动;每周做一次饭;每周洗一次衣物;

每周倒一次生活垃圾;每周在校做一次服务性劳动。 

3 月份:开展春季卫生、绿化美化校园活动。公益性劳

动。 

4 月份:举行竞赛，激发劳动教育情趣。公益性劳动。 

5 月份:组织学生校内劳动基地劳动。与社区联系开展公

益性劳动。 

6 月份:进行家务劳动(自理能力)的情况调查。评选“劳

动小能手”。 

 

 

七、劳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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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设计。 

劳动教育课教学教案 

教学目标： 

1、掌握手捏泥碗的方法与技巧，学会手捏简单的泥制品。 

2、使学生初步具有技术的感知、思维、想象能力、创新能

力。 

3、培养学生认真、细心地进行技术活动的习惯。 

教学重难点： 

1、 掌握手捏泥碗的方法与技巧，学会手捏简单的泥制品。 

2、 培养学生认真、细心地进行技术活动的习惯。 

教学准备： 

1、 教师准备： 

自然泥、刀、成品碗一个。 

2、 学生准备： 

组成 4-6 人一组，准备塑料一次性台布、水。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 泥巴很好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我们要它变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只要你肯发挥你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就可以创作出许多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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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示泥碗，看这个泥碗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捏出这样漂

亮的泥碗来的。 

二、学习教材，讲解制作方法。 

1、 请你们仔细欣赏书上的图示和文字说明。 

2、 比较一下，与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3、谁能说说手捏泥碗的方法、步骤及注意点呢?教师注意补

充和纠正，并适时板书。步骤： 

(1) 、团泥团；(2)、抠洞捏凹；(3)、修齐边口；(4)、用有

齿刀刮光碗的内外壁；(5)、把碗底圈处刮麻并涂泥浆；(6) 、

装底圈；(7)、用手蘸水抹光碗的表面。 

注意点： 

1、 在装底圈之前，应先把碗底圈处刮一下，使其粗糙，再

涂泥浆。 

2、 制作中不要把工具对着别人。 

3、 制作中尽可能保持桌面和场地的整洁 

三、学生分组实践，教师巡视。 

1、 捏泥碗的方法你掌握了吗？那就动手做一做吧！ 

2、 播放音乐。 

3、 教师巡视，如发现个别学生有困难，引导同组互助合作，

如有困难学生较多，请做得好的学生在投影仪器前演示。 

四、作品展示，互动评价。 

1、 出示评价标准:从制作方法、作品美观、互助合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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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准备与结束工作 5 方面进行全面评价，总分 5 颗星。 

2、 学生自评与小组互评 

五、总结回顾，启迪创新。 

1、刚才同学们都能巧手制作这可爱的小泥碗，但是似乎还

不够漂亮。你看这个，出示荷叶纹小碗图片或实物，你知道这样

的泥碗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2、 学生思考，相互交流。 

3、 这是用泥片贴碗的方法做出来的。 

4、 引导学生课后尝试制作。 

板书设计： 

巧手捏泥碗步骤： 

(1) 团泥团； 

(2) 抠洞捏凹； 

(3) 修齐边口； 

(4) 用有齿刀刮光碗的内外壁； 

(5) 把碗底圈处刮麻并涂泥浆； 

(6) 装底圈； 

(7) 用手蘸水抹光碗的表面。 

教学反思： 

学生对捏泥碗非常感兴趣，看到老师发下材料时都已经迫不

及待跃跃欲试了，造成小部分学生在教师引导进行观察图画与讲

解步骤的过程中没有仔细听，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手忙脚乱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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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是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现在的孩子动手实践的机会是比

较少的。在进行拓展后，学生表示更有兴趣，对他们进行了美的

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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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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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校成果展。 

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成果展评且择优参加县市级

成果展活动。

 

 

龙口市下丁家镇下丁家学校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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