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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芝罘区文化路小学
2022—2023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烟台市芝罘区文化路小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20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1 处，进行农业种植活动。

一、课程开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开足开齐开好劳动课程，1-5 年级每

周 1 课时。学校以课堂教育为主，劳动课教师根据每个年级的《劳

动实践活动手册》进行教学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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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劳动实践基地建设作了整体规划，在学校

西北角专门开辟了一块“绿地”作为学生劳动实践园，大约占地

60 平方米。学校种植蔬菜或农作物，供学生实践、参观。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每年都投入一定的费用，用于劳动实践园平整土地、施

肥以及蔬菜种子和农作物小苗，为学生劳动教育提供可持续的劳

动实践保障。

四、选用教材情况

我校 1-5 年级选用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实践活动手册》

为教材进行教学。

五、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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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劳动教育纳入

学生培养全过程，做好学校劳动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根据烟台市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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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芝罘区教体局《关于

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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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相结合开展劳动习惯养成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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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自我服务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动和简单的生产劳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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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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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劳动习惯。

1.落实劳动课程设置

学校开足开齐开好劳动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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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加强平日检查，确保落实劳动实践时间。学

校鼓励学生走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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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注重基本劳动习惯养成，低年级围绕劳动意识的

启蒙，培养健康行为习惯，感知劳动乐趣；中高年级围绕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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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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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加强各项工作的日常管理，班主任加强本班学生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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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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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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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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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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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

拖地、擦窗户、摸桌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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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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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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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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家长等评价，

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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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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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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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领导和各年级组长为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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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班级有 1 名劳动教育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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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中高年级学

生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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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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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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劳动实践周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5 月 1 日——5 月 7 日

（二）活动内容。孩子们要从小开始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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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掌握生活技能(参与对象：一至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一、二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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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系鞋带、叠衣服、叠被子、收拾自

己的房间、扫地、拖地，洗碗、洗袜子等基本生活技能，学习日

常生活自理，感知劳动乐趣。

三、四年级：学会刷碗、洗衣服、独自整理房间等力所能及

的家务劳动，学会清洗、切瓜果蔬菜，主动分担家务。

五年级：做好自己房间的卫生清理、物品归整等；上网搜集

学做一道美食，让家长品尝你的手艺。

二、校园种植活动(参与对象：四、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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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辟了校园种植实验基地，四、五年级各级部学生认领

自己的“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各级部开展植物种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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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班级或家庭中进行种花、种蔬

菜等种植活动，用心观察，细心呵护，并利用图片、文字、表格

等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还可以写一写种植日记，记录种植心情，

留下劳动的美丽瞬间。

三、学习美化生活

利用废旧物品再利用，制作各种自己喜欢的作品为我们的生

活增添亮丽色彩。

（参与对象：一至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和家人一起来一次手工制作，将家中的废旧物，如衣物、书

报、玩具等重新组合，变废为宝，结合生活实际，设计一件简单

的工艺品或科技小作品来美化生活，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增进

家庭成员间的感情。

四、向劳动者致敬

人的幸福存在于生活之中，生活存在于劳动之中，生活中的

一切美好来源于劳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劳动及劳动者的

崇敬和赞美！

（参与对象：三、四、五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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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形式：

以手抄报、绘画、书法等形式表达自己对“劳动”的理解，

对劳动者的尊敬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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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小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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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低年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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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每月为家人做一次果蔬拼盘或水果沙拉

（二）学校劳动

9.每天整理课桌和学习用品

10.每周一次使用简单工具参与班级卫生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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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每周一次合作摆齐班级桌椅

12.每月整理一次班级图书角

小学中高年级（3-5 年级）劳动教育清单

（一）家庭劳动

1.整理自己的床铺、书桌

2.自己剪指甲

3.周末饭前饭后餐桌整理

4.每周为自己和家人手洗小件衣物 1-2 次

5.分类收纳自己的衣物

6.每周承包一天家里的洗碗任务

7.每周至少一次扫地、拖地

8.每月为家人做 1—2 次营养早餐

9.养一种植物，并记录养护过程及心得

10.每周清扫一次班级卫生

（二）学校劳动

11.每学期合作完成至少一次板报更新

12.每月参加一次校园志愿活动

13.管理班级绿植，美化班级环境

（三）社会劳动

14.为周边场馆进行一次解说服务

15.参加社区环保、卫生清扫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

16.参加一次职业体验或农忙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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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设计

缝沙包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学习手工针缝的平针、扦针两种针法,并能利

用提供的材料设计制作简单的沙包，。

2.能力目标: 对手工缝制、设计制作沙包具有浓厚的兴趣，

培养创新意识，增强动手能力。

3.情感目标: 增强劳动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培养认真、细

心的习惯和自信心。

教学重难点：

通过缝沙包的练习，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一些针法，培养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教学准备：

针线、剪刀、布块、玉米粒等

教学过程：

1、导入:玩沙包既开心有趣，又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大

家想亲手做个沙包玩游戏吗?我们就来学习缝沙包。

2、学习针法，掌握技巧。

知道做沙包需要哪些材料吗?针线、剪刀、布块、玉米粒等。

怎样用针线把布缝起来?学生结合生活经验说，并在展示台上演

示。手缝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就来学习几种基本技法。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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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看老师的演示。介绍两种针法，分别是平针，回针。

平针最简单，只要一上一下来回缝。回针的正面和平针一样，

但是针法很有特点。底面挑针之后，正面挑一针再缝，背面则再

往前缝一针， 之后再倒退进针，就这样不断循环。

3、掌握步骤，自制沙包。

缝制沙包需要哪几个步骤呢?裁剪、对折、缝合(留口)、翻

面、装沙、封口

要想缝制好一个沙包，还要注意许多细节缝合(留口)紧密、

匀称翻面、装沙适量、封口严密。

沙包不仅仅是方形的。发挥想象，设计一个自己喜欢的形状，

做一个沙包。组员之间可以互相帮助，相互合作，一定注意针脚

要紧密，针距要匀称，动手做一做。

4、总结、拓展。我们学习了手缝的两种基本方法，亲手制

作了沙包，还用自己缝制的沙包玩了有趣的游戏。大家还可以用

学到的技能继续制作沙包，也可以缝制其他一些东西，使自己的

动手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九、成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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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整理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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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妈妈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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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自己的文具

我也会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