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牟平区龙湖小学 2020-2021 学年
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烟台市牟平区龙湖小学，专职劳动教育教师 0 人，

兼职劳动教师 14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2 处。

1、课程开课情况。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每年级每周一

课时。学校以课堂（课外）教育为主，形式有：家务劳动、公益

劳动与志愿者服务、生产劳动。

2、基地建立情况。我校的劳动实践基地建于 2018 年暑假，

分为二个区域：（1）种植区：随着节气种植不同的绿植和农作物。

（2）桃李园：在桃李园原有桃树、樱树、山楂树，实现“阳春

桃花开，金秋果满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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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万元方面。

4、选用教材情况。学校选用劳动教材为：一、二年级使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综合实践活动》，三、四使用北师大出

版社出版的《综合实践活动》。

5、学校实施方案。

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加强劳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为构建中小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根据《关于全面



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引导学生开

展各种形式的劳动教育，注重校内劳动和校外劳动结合，劳动实

践和劳动感受结合，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结合，让学生在劳动实

践中感受劳动的乐趣，在劳动体验中养成劳动习惯，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订此方案：

一、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

加强劳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

动，进而养成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良好品格。对

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生活实际，积

极探索具有我校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

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切实加强劳动教育，通过引导学生从

生活劳动做起，培育劳动兴趣、磨练劳动品格，促进学生形成良

好的劳动习惯和实践能力，使他们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内劳动

为有效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养成劳动习惯，结合学生年特征

和实际情况，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主题劳动活动，学校将推出各类



劳动教育举措，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和指导。

1.设立“劳动周”

为弘扬劳动精神，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学校将设立“劳

动周”。在劳动周，学校会开展与“劳动教育”相关的主题教育

活动，通过兴趣小组、社团等形式，组织开展以劳动实践为主题

的班团队会，劳模报告会、手工技展演等活动，从课程入手，让

劳动成为生活，使同学们在劳动中掌握技术。在让学生养成劳动

习惯的同时，也培养良好的劳动态度和感情。

2.开辟“小小试验田”在学校里，劳动教育并非纸上谈兵，

为使同学们能体验劳动的辛苦，感受收获的乐趣，在校园的东南

角，为孩子们开辟了一片属于他们的“小小试验田”，春天播种、

挖土、施肥，浇水；秋天收获。每位学生都能化身“小农夫”，

也能让他们在种植活动中得到学习、劳动、体验、探究的机会，

并感知生命的成长。

三、开展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家庭是培养学生劳动教育最好的基地，为了让同学们意识到

自己的家庭责任，让劳动融入生活中。我们将每个月的一个周六

设成“家庭劳动周”。家长要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

劳动实践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觉动手，随时随地、坚持

不懈进行劳动，逐步掌握洗碗、洗衣、扫地、床铺整理、叠衣服、

做饭等力所能及的劳动技能，每周有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

技能。应让孩子知道，家务活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庭的



事，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出一份力，为彼此分担。刚开

始孩子们可能不会做到很完美，我们的要求也不能太苛刻，应给

予适当的、具体的鼓励和表扬，让孩子们能在体验劳动带来的成

功与快乐中茁壮成长。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外活动

1.开展美化社区活动

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组织各种志愿服务小队，行走穿梭于

街头巷尾，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擦窗、绿化、清洁、除白色垃

圾等等。让学生认识到这是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的家庭，这是

我们应该爱护的地方，增强环保意识。

2.开展劳动校外实践活动。

每学期带领孩子走进乡野田间，真正的去体验大自然的馈赠，

让孩子拔花生、刨芋头、摘花生等，体验劳动人民的辛苦，也珍

惜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

3.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学校

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条件，开设活动场所，

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学校在寒暑假、节假日开放电脑房、图

书阅览室、体育场，配备专职辅导教师进行管理和辅导。

五、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把劳动教育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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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管副校长牵头，明确职责，统筹开发



和整合劳动教育资源，协调学校设计劳动教育课程、实践项目、

组织实践活动。

(二)加强师资队伍保障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

队伍，配备必要的专职教师，在工资待遇、绩效考核、职称评聘、

评先优树培养培训等方面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同等对待，保持劳

动教育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展。积极探索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劳动

实践教育教师队伍，从社会聘请能工巧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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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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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外劳动实践教育

均要强化安全措施，落实安全责任。各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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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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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宣传引导

学校要结合教育特点，着重加强对劳动教育的宣传引导，大

力宣传辛苦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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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奉献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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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级劳动教育清单

一、家庭劳动

1.每天自己穿衣服、叠被子。

2.每天自己洗脸、刷牙。

3.自己洗脚。

4.自己系鞋带、系红领巾。

5.自己收纳文具、整理书包。

6.用餐时帮家人拿取、摆放碗筷。

7.每周洗一次袜子、红领巾等小件物品。

二、学校劳动

8.每天整理课桌和学习用品。

9.每天清扫班级卫生区。

10.每天中午洗刷自己的餐具。

11.每周一次合作摆齐班级桌椅。

12.每学期参与一种农作物的种植、管理或收获。

三、四、五年级劳动教育清单

一、家庭劳动

1.每天自己穿衣服、叠被子，整理自己的床铺、书桌。



2.每天自己洗脸、刷牙，自己剪指甲，自己洗脚。

3.每天饭前饭后餐桌整理。

4.每周至少完成一次洗碗、扫地、拖地。

5.每月为家人炒一次菜，搭配一次营养餐。

6.每周洗一次袜子、内衣等小件物品。

二、学校劳动

7.每天清扫班级卫生区。

8.每天中午洗刷自己的餐具。

9.每月完成至少一次板报更新。

10.每学期积极选择参与一个社团。

11.每学期负责一种农作物的种植、管理或收获。

三、社会劳动

12.每月一次帮助所在小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

13.每学年参与一次社会公益性活动。

牟平区龙湖小学劳动周方案

为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和生活实践能力，树立学生“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的自主意识，深化“以热爱劳动为荣，以好逸恶

劳为耻”的荣辱观教育，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情感，提高劳动

本领，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劳动的价值，同时也丰富学生的课

余生活，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劳逸结合中获得健康、

全面地发展。学校特举行学生劳动技能大赛活动。



参赛内容及规则：

一年级：整理书包。

将散落在书桌上的文具、书本整理进书包。采取轮流制；每

组的后一个选手需在前一个选手整理好后进行，以此类推。比哪

位同学、哪个班级整理得最快最好。限时 5 分钟。（10 分）

二年级：戴红领巾。

物品自带，采用接力形式，比哪班佩戴红领巾速度快、佩戴

标准，限时 5 分钟；（10 分）

三年级：叠校服。

比赛规则：

自带一套秋季校服，在规定的时间（5 分钟）内，轮流依次

叠衣服，每班的后一个选手需在前一个选手叠好后进行，看哪个

班叠得衣服既快又整齐美观。（10 分）

四年级：拔花生比赛。

比赛规则：

1、请自备班级中常用的抹布（3 块）。

2、第一人洗干净之后，后面的同学接着洗，比一比谁洗得

快、干净。（10 分）

备注：

此次比赛每班选出 3 名同学参加比赛，各年级组设一个一等

奖，一个二等奖；参赛学生获得“劳动技能小标兵”荣誉称号，

希望各班主任积极准备。







钻石贴画教学教案

教学目标：

1、学生能利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广告纸、彩色报纸等材料

撕贴出一幅有趣的画。

2、通过思考、比较、想象与讨论，使学生感知绘画与撕贴

画的画面效果的不同。

3、通过与同学合作一起收集废旧挂历、广告纸、彩纸等，

增进合作意识、集体意识，体验成功感。并且在作业过程中养成

专心、细致和耐心的作风。

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充分利用纸材的特性采用撕纸拼贴的方法，设计一

幅有趣的撕贴画并表现出色彩对比鲜明，形象生动饱满的画面。

难点：在这节课中，最难处理的是色彩，在拼贴时，尽量注

意大块的颜色统一，在块面与块面的交接处颜色对比要强烈些，

不然很容易“花”。

课前准备：

学生：胶水、收集废旧彩色报纸、广告彩纸、白纸、垃圾袋。

教师：课件、范作、水彩画、撕贴画、彩色报纸、广告彩纸、

白纸等。

教学过程：

一、欣赏导入，激发兴趣。

1、欣赏几幅作品：点彩派画家的代表作品、学生作品、《海



神头像》、剪纸作品、《京剧脸谱》。谈话：你觉得这些作品和绘

画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2、讨论交流：仔细观察这几幅作品在技法上有什么不同？

风格上有什么不同？你更喜欢哪幅画？以小组为单位交流、讨论

“我的发现”。

3、学生汇报。

揭题：今天，我们就一起用彩纸来制作一幅美丽的“撕纸拼

贴画”。

二、传授方法，师生互动。

撕：“你们以前用纸撕过图形吗？你是用什么方法把纸撕开

的？”

边撕边示范边讲解：先把纸张撕成小块面；双手捏住纸片，

右手的拇指、中指紧捏线痕，左手拇指指甲配合食指，按纸的走

向，自然地转动右手所捏的纸面，双手密切配合。

拼：请学生把撕开的彩色纸片展示在投影仪上。纸片的形状

各种各样，你们想一想它们像什么？

贴：教师参与到活动中和几个学生一起来合作表现“接力贴

画游戏”，创作出一幅简单的作品，以此演示“撕”与“贴”的

整个过程。

三、小组合作，表现创意。

出示课件，提供集体创作的建议：

讨论表现的内容主题和表现方法。



分工合作，组织随意撕纸活动。

根据撕下来的纸片进行拼图，然后粘贴在底版纸上，组成一

幅有趣的画面。教师提示：撕贴时将要撕的图形在纸上摆一摆，

然后粘贴成画。

学生创作，教师巡视指导。

四、展示作品，师生评价。

每一组把贴好的作品展示在黑板上，自评、互评作业。

选出典型作业，全班评，教师小结。

五、小结谈话，课后拓展。

教师小结：今天同学们学会了用手撕出各种形状的纸片，并

且粘贴成画，使小纸片变成我们熟悉的形象。今后我们要更加关

心身边事物的色彩、形状，展开我们丰富的联想，收集和别人不

一样的想法，创造出更多更美的画面。

学生课外的经验积累：寻找马赛克拼贴画、剪贴画和点彩画，

进行比较研究。



成长档案



劳动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