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谦益小学

2022-2023 学年度劳动教育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开发区谦益小学根据《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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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关于进一步加

强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意见》《义务教育劳

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等文件精神的指导和要求，开设

以“活动为载体，主题教育为起点，实践能力为宗旨”的劳

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二、课程目标

1.从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及与大自然的接触中获得丰富

的实践经验，形成并逐步提升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之内的联

系的整体认识，具有价值体认、责任担当、问题解决、创意

物化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2.正确理解劳动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认

识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

道理，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观念。

3.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常见劳动工



具，增强体力、智力和创造力，具备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

要的设计、操作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4.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

能够自觉自愿、认真负责、安全规范、坚持不懈地参与劳动，

形成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品质。珍惜劳动成果，养成良好

的消费习惯，杜绝浪费。

三、成立三级教科研工作领导组

（一）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领导小组

组长：董桂华

组员：张春苗

（二）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研组

组长：张春苗

组员：刘俊明、杨鑫、段文星、沈大臣、卞鹏强、柳

通、戚永婷

（三）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小组

组长：各年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备课组长

组员：全体班主任

四、1+1+X 课时安排

学校严格落实“1+1+x”的课时制度，将劳动教育和综

合实践活动纳入课时计划，劳动和综合实践活动严格按照课

程标准要求安排，保证每周各 1 课时，每学年五一假期前一

周为劳动周（包含劳动日）。利用《谦益小学劳动清单》及

《一日一劳动卡》，指导学生每日课外活动及家务劳动至少



30 分钟，1—2 年级每周不少于 2 小时，3—5 年级每周不少

于 3 小时。

五、课程实施

（一）组织机构

为使活动课程实施到位，学校建立领导小组、教研组等

活动组织机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校综合实践活动总体规

划、指导，实践活动的组织，过程的评价与管理等方面的事

务。教研组主要负责做好本组教师备课、上课和活动资料收

集整理等活动。班级实践活动小组受领导小组领导，研究并

确定实践活动方案及活动计划，做好过程的记录、材料的收

集与整理，保存好成果，以备相互的展示与学习。

（二）课程内容

学校根据《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按

学段、年级总体设计课程内容，依据三大类劳动教育内容及

十个任务群在各学段的分布设计，延展出“家务生活课程、

校园劳动课程、社会体验课程”三级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课

程。

1.家务生活课程

根据《开发区谦益小学劳动清单》，提供可供参考和选

择的劳动内容列表，分板块设计，覆盖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如清洁卫生、烹调购物、养护种植、整理收纳等，引导不同

年段学生进行家务劳动实践。



2.校园劳动课程

校园劳动课程活动以劳动必修课为依托，将班级劳动活

动和校级劳动活动相结合，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

需求。

（1）生活劳动类课程

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基础，通过年级贯通，实现学段

之间活动内容的有机衔接与联系，构建合理的活动主题序

列，最终达成毕业时，学生具备日常生活劳动技能，感受劳

动快乐，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的目标。

（2）技能劳动类课程

技能劳动类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各种工具、工艺进行

创意设计，并通过动手操作将创意转化为作品的能力,提高

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动手操作的兴

趣，发展学生的设计与制作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

（3）创新技术类课程

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加入编程设计、机器人运

行、创客小发明等现代化元素，升级劳动，彰显劳动的魅力，

如“趣味编程入门”、“3D 趣味设计”等。

3.社会体验课程

开展项目探究、职业体验、志愿服务、研学旅行等活动

课程，引导学生留心身边的职业，尊重普通的劳动者，感悟



“工匠精神”。

同时，依托校内种植园，为学生提供必须的劳动工具和

资料，实践种植课程，体验生产过程，掌握基本劳动知识和

技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

此外，以节日为契机，如结合植树节、学雷锋纪念日、

五一劳动节、农民丰收节、志愿者日等，开展丰富的劳动主

题教育活动，丰富劳动体验，提高劳动能力，深化学生对劳

动价值的理解。

（三）实施要求

1.活动前，各个班级的指导老师制定课程计划及实施方

案，并报于教研组。任课老师要根据课程的特点及学情的分

析，认真开展活动，学校会不定时进行检查。

2.指导老师要及时指导学生整理及收集活动文件，包括

填写活动计划，收集实践材料，他人或个人评价等，形成成

果，并进行分类归档。

3.指导老师应积极运用社区、学校、家庭资源，让学生

在小范围内进行实践活动，激发社区、学校、家庭间的互动。

4.活动必须以学生的活动为中心，充分发掘、利用校内

外课程资源，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三者之间的联系。具体

形式为：由学生确定活动主题，确定活动组织形式，提交活

动方案，展开实践活动，交流活动成果，反思活动过程。

六、课程评价



1.教师评价：教师和学生既是活动方案的开发者，又是

活动方案的实施者。其活动效果与质量，学生是主体，教师

是关键，强化对教师的评价，就是抓住了综合实践活动的关

键。对教师的评价旨在调动教师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强化对学生活动过程的指导管理，促

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活动方案、活动

准备、活动过程、活动的组织管理、活动记录以及活动总结、

活动成果的等。

2.学生评价：建立以档案袋为主要依据，以星级评定为

主要形式的评价体系。让学生按活动小组建立自己的活动档

案袋，保存本小组活动所获得的主要资料。比如学生活动的

照片、搜集的资料、体验日记、作品、调查报告等，提供给

星级评定时参考、作为星级评定的主要依据。指导老师设计

“星级”评价汇表。每次活动后，经过评议，会在评价汇表

中给组员画上“星”作为奖励。

3.评价注意事项：

（1）注重过程：小学劳动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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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综合实践活动过程中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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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综合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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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等方式引导,小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相互评价。



附：本学期年级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计划配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