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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芝罘区塔山小学
2022—2023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烟台市芝罘区塔山小学有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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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劳动，以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让学生掌握一

定的劳动知识和技能。

二、劳动基地建立情况

今天的小学生承载着明天的希望，担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

然而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加，家长对孩子的宠爱之风日益盛行，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学生比比皆是。为了抓

好民族精神的教育和培养，真正将劳动教育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

我校建立了劳动实践基地。

结合实际，学校对劳动实践基地建设作了整体规划，学校教

学楼南面专门开辟了一块“绿地”作为学生劳动实践园，大约占

地 200 平方米。学校分配后，由三、四、五年级 6 个班级划片管

理“责任田”，种植蔬菜或农作物。责任落实到班主任，班主任

规划每学期学生劳动实践的内容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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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2 万元，用于劳动实践园平整土地、

施肥、购买劳动工具以及蔬菜种子和农作物小苗、奖励劳动过程

中表现突出的班级和学生等，为学生劳动教育提供可持续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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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导思想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知识和技能，

最终让学生热爱劳动，感受劳动的快乐，是我校劳动实践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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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教育

和体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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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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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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学校和家庭、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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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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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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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 1+X 课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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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加强日常督导，确保落

实劳动实践时间。每学年开设一次劳动周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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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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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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的物品可以分工管理，让学

生人人参与。

② 建立校园值日生制度。各班每个学生都有规定的值日时

间与区域，虽然扫地、倒垃圾看似简单，但要保证每次值日准时

完成，获得每周清洁卫生满分是不容易的。就这项内容，就可以

激化学生的责任担当、锻炼学生的劳动技能以及增强心理抗挫能

力。

③开展好劳动教育活动。学校依托学科教学和社团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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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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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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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技能，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 1 至 2 项生活技能。

① 各班级教育学生自己事情自己做，家里事情帮着做。五

月是劳动主题月，各班级在这个月开展以“劳动”为主题的主题

班会，让学生们知道，在家庭劳动中健体，在家务实践中明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大人的事情帮着做”，让学生在劳动实践

中感受劳动光荣与幸福，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②家长督促检查，形成固定的家务劳动岗位。主题班会的拓

展活动会延伸到家庭。班主任会提出建议，让学生周末在家做力

所能及的家务，尽自己所能，做到生活自理。每次小长假、暑假、

寒假，我校都会布置与劳动相关的任务，让学生养成在家做力所

能及的劳动习惯。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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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炒等。

（3）丰富社会劳动实践活动。落实劳动教育，仅靠课堂上

“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到具体场所“撸起袖子加油

干”。社区志愿服务是我校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劳动教

育方面，学校会利用相关的节日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与志愿服

务，比如植树节、劳动节等等。劳动节当天，学生们有的做水果

拼盘、有的刷洗衣物鞋子、有的化身小厨师……把老师布置的劳

动实践任务拍照或者拍成小视频在班级分享，各有“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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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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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劳动

态度、实际操作、劳动成果（或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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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

家长等评价，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改进。定期开展劳动素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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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视频、现场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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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美篇等进行分

享与推广，扩大社会影响力。

（五）条件保障

1.组织保障

为了更好开展学校劳动实践教育，开发课程资源，让学生有

全面发展的机会，学校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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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一些校内外相关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劳

动实践兼职指导教师，积极开展劳动教育的教研活动，提高劳动

教育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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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协调

结合本校实际，通过多种形式的劳动教育活动，制定切实可

行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发挥班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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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期安排中高年级学生（疫情影响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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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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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假期后一周

（二）活动内容

活动一：整理内务，自理自立

开展劳动技能实践活动，在家与爸爸妈妈一起对自己的家进

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清理自己的“小天地”（ 铺床、叠被子、

整理书桌、打扫自己的房间等）

(参与对象：一至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一、二年级：学会按照类别分类整理好放入物品，学会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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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筷、擦桌子及摆放椅子，掌握系鞋带、叠衣服、扫地、拖地，

洗碗、清洗简单衣物等基本生活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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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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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二：校园种植活动

(参与对象：三、四、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学校开辟了校园种植实验基地，三、四、五年级各班级学生

认领“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各班级自行准备蔬菜种、苗，

开展植物种植活动。班主任加强本班学生劳动技能培训，利用劳

动课讲解种植方法，认识各种农具。学生定期为植物浇水、施肥、

可以写种植劳动日记，感受呵护生命成长的喜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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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三：服务家人，感恩父母

(参与对象：三、四、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在父母的协助下，会蒸米饭，学会做一道美食，为自家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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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一抹温馨。

活动四：学习美化生活

纸盒、塑料瓶、纽扣、旧衣服、边角木料、水果皮……我们

的智慧和巧手可以让它们来个“大变身”，用它们装饰我们的生

活空间，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亮丽色彩。

（参与对象：三至五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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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五：学模范，颂美德

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美好事物的源泉。人的幸福存在于

生活之中，生活存在于劳动之中。的确如此，生活中的一切美好

来源于劳动。你也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劳动及劳动者的崇

敬和赞美吧！（参与对象：四、五年级学生）

具体形式：

通过上网查阅、阅读报刊、收看新闻等途径了解劳动模范的

名字和他们的事迹，通过把劳动模范的事迹讲给家人听、制作“致

敬劳动者”手抄报、绘画、书法、贺卡、短视频等形式向工作在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三）评价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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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劳动卫生与卫生检查评比工作相结合，纳入学期末先进

班集体评比；评选“劳动之星”、“劳动小能手”、优秀劳动班集

体，成绩纳入学期末先进班集体评比。劳动实践周有关活动可以

通过微信公众号、美篇等途径展示。

七、教学设计

环保宣传我参与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1.调查和发现身边存在的环境问题,分析可以采取的措施和

解决办法。

2.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体验绿色的生活方式。

教学重难点：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体验绿色的生活方式。

教学过程：

将 33 人分成 3 组,分别分配活动调查题目,由每组的小组长

及组员共同设计活动方案。

活动一:学校内乱扔垃圾情况

具体活动安排:第一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分别在教学楼内及

操场上记录同学们乱扔垃圾情况，再利用第二节课堂活动时间调

查各班级乱扔垃圾情况，并且在记录乱扔垃圾的同时告诫扔垃圾

的同学:请爱护我们的校园环境，不要随处乱扔垃圾。过一段时

间后再看活动效果如何,如果校园环境没有改善再反复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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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活动二:学校内浪费能源现象

具体活动安排:第二组成员主要针对学校内浪费水电及纸张

等能源情况进行调查。这组同学也是利用课余时间观察校园内浪

费能源现象，并做记录，告诫浪费能源的同学节约能源既是一种

爱校园的表现，也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定期抽查各班能源利用情

况，如无改进，就反复宣传节能的重要性。

活动三:街道内乱贴乱画现象

具体活动安排:利用周末，组织同学们到校外考察乱贴乱画

现象,第三组成员带各种扫除用具,将乱贴乱画的海报清除掉,使

我们的街道环境优美起来。然后再到其它公共场所清除乱贴乱画

海报,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周围的环境整洁起来。

（三）课堂小结

此次活动是宣传环保、实践环保的更进一步深入，目的就是

让学生了解这项活动的意义和目的, 充分认识培养环境保护意

识的重要作用,把此次活动的意义延伸下去,让地球母亲真正得

到我们的呵护!

教学效果：学生充分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性,能

够从小事做起，自觉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八、劳动照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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