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州市第一中学

2021-2022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莱州市第一中学，专职教师 2 人，兼职教师 20

人，校内劳动基地 3 处，校外劳动基地 7 处。

1.课程开设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高一、高二年级每周 1 课时。学校

以课外教育为主，形式有：家务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生

产劳动。

2.基地建设情况

校内劳动基地：（1）种植基地，在校园西南角，面积约 260

平米。（2）园林基地，校园内所有园林种植区域，面积 200 余亩。

（3）日常劳动习惯培养基地，包括校园中的甬路、广场及教学

楼、宿舍。

校外劳动基地：（1）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东

省莱州市农科院城山路西侧。

（2）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位于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办事

处，占地 200 余亩。

（3）中海港务（莱州）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莱州市三山

岛海滨路 1 号。

（4）莱州市宏顺梅花园，位于莱州市文峰路街道梅园新村，

占地面积 180 亩。

（5）莱州大基山森林公园，座落于山东省莱州市城区东 5



公里。

（6）莱州文峰山，座落在市区西郊莱州城南 15 华里处。

（7）莱州中华月季园，位于山东莱州市莱州路与文化路交

叉点西南侧，占地 0.75 公顷。

3.经费投入情况

本年度投入经费 3 万余元，用于校园内园林基地建设。

4.选用教材情况

学校选用教材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中生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指导》。

5.学校实施方案

莱州市第一中学劳动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劳动教育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教育、服务性劳动教育和日常生

活劳动教育等内容，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综合价值，

在提高学生劳动意识、养成劳动习惯，提升劳动技术和技能，形

成高尚劳动品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

本着大力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探索适应当前环

境和条件的劳动教育内容和方式，实现劳动中线上与线下的交互、

体力与脑力的结合、科学与艺术的融通、规范与创造的统一，使

劳动教育落实到位。

（1）主要目标

以学生参加劳动、体验劳动、养成劳动习惯为基本要求，重

在提升劳动技能与技术，涵养劳动品质。学生要掌握基本劳动知



识、技能和技术，获得职业体验，能够独立完成劳动任务，形成

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和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劳动能力，具有规

范意识、质量意识，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自觉开展劳动，尊重

他人劳动成果。

（2）基本原则

坚持育人为本。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作为出发点

和归宿，对劳动过程进行必要的设计，选择适合学生年龄特征的

劳动内容和方式，充分发挥劳动的综合育人功能。禁止把劳动作

为惩罚学生的手段，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有害健康的劳动。

坚持实践体验。在现实场景中进行劳动教育，注重躬身实践

和真实体验，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获得真切的体验感受，以用

促学，增长才干，培养奋斗精神；同时通过自己的真实劳动回馈

家庭和社会，强化责任担当。不得把劳动教育当作休闲娱乐，不

能坐而论道或由成人代劳。

坚持统筹推进。对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方式及组织保障

等进行全面规划，使劳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统筹高中

三个学段，使劳动教育持续推进，有序衔接，贯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推动各级各类学校资源共享，加强学校、家庭、社会整体配

合。

坚持因地制宜。要扎根本土，充分挖掘、运用所在区域自然、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源，结合当地生产实际和社区建设需要，

积极开展具有区域特色和学校特点的劳动教育。



（3）主要内容

生产劳动教育，主要指农业和工业生产活动。

要组织学生开展学工学农活动，了解当地工农业生产现状，

经历相关技术、技能实践应用过程，关注产业发展优势及发展瓶

颈，感悟人才需求方向与人才成长之路，研究产业发展与学业选

修、专业选择及职业行业研究的关系，感悟学好知识建设家乡、

回报社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服务性劳动教育，是指利用知识、信息、技能、设备、工具

等为他人或社会提供服务的行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是其重点

内容。

在组织学生开展服务性劳动过程中，进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志愿精神和责任担当教育。要引导学生关爱弱势群体，

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并有选择地到现代服务行业见习体验。

日常生活劳动教育，主要指个人生活自理和家庭生活事务处

理等与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活动，旨在让学生懂得劳动自立，体

验持家之道，养成劳动习惯，要注重家政学习，积极承担家务劳

动。

（4）依托课程

劳动教育要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技术课程为主要载体，进

行家政学习指导、服务性劳动教育等。安排劳动教育主题班会，

利用身边劳动者、劳动模范先进事迹，进行弘扬劳动精神教育。

（5）时间与学分



高中三年劳动实践时间不少于一周，1 学分。

要统筹安排劳动实践时间，既可校内校外相结合，又可采用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方式，突显活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劳动贵在坚持，贵在习惯的养成。学生每天都要坚持日常生

活劳动，每月班级都可创建劳动日，每年学校都可设置劳动周，

让劳动成为学生的好习惯、好品质。

同时，让劳动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中的研学旅行、职业行业

体验、志愿服务等相辅相成，予以整合融合以便更好地开展劳动

教育。

（6）完善评价

要指导学生如实记录重要劳动实践经历及主要表现。

要探索建立劳动实践积分制度和分析反馈制度，将学生参与

劳动实践经历纳入学分管理。组织专业人员依据记录材料等，对

学生劳动素养进行科学评价，同时把劳动实践情况纳入学生综合

素养评价中。

（7）展示交流

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展示交流活动。一建立学生劳动魅力、劳

动智慧的展示平台，通过现场展演、媒体宣传推介等方式，广泛

传播劳动成果，交流劳动实践心得。二开展“劳动之星”“公益

之星”等评选活动，不断激发学生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积极协调新闻媒体，设立劳动教育专栏、专访等，广泛宣传劳

动教育成果，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的校园文化氛围。



6.劳动周方案及佐证材料

宿舍内务整理规范化劳动周方案

一、活动目的

增强学生自理、自立能力意识，提高学生宿舍内务整理能力，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美化寝室环境；增强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集

体荣誉感。

二、参加人员 高一全体学生

三、活动时间 8 月 20 日—8 月 27 日

四、活动地点 新校区宿舍楼

五、活动内容

（一）清洁卫生

1.地面、床下干净、干燥、无杂物。

2.门、窗干净无损坏，墙壁文化无破损。

3.扫除用具、凳子在门后摆放整齐，垃圾桶内无杂物。

(二)物品摆放

1.被子叠放整齐，规范化。要求:床铺上床单、被子、枕头

干净无折皱现象。被子三折，方块状，靠窗端摆放，被子与 1 号

床爬梯竖杆照齐，闭口朝路，开口向墙，离墙 5- - 10cm;枕头

放在靠门口床头正中; 两侧床铺统一摆放，呈镜像对应;床铺上

没有杂物，墙壁、床头不乱挂杂物(寝室文化贴纸除外)。

2.生活用品摆放。床下以床中线为准，面向床，左手为上铺

盆、毛巾、鞋，右手为下铺盆毛巾、鞋;脸盆放在洗脚盆上叠放，



牙缸、牙刷、牙膏放置脸盆内，毛巾对折 2 次搭在盆外沿，两条

毛巾下垂一条线;盆两边放鞋，鞋尖朝路，与盆沿一条线。

7.劳动清单

莱州市第一中学劳动教育清单

家务劳动 校内劳动 校外劳动

每 日

劳 动

清单

1. 保持书

桌房间等

干净整洁，

保持衣着

的卫生和

整洁。

1. 宿舍内务整理、卫

生清扫、消毒，个人

桌椅、书橱等整理和

维护。 2. 班级日常

消毒、通风，节水节

电。 3. 校内卫生区



2. 坚持垃

圾分类。

环境清扫和维护。

每 周

劳 动

清单

1 .个人衣

物等清洗

和收纳。

2.家庭花

卉的修剪

和养护。

1 .班级花卉的修剪

和养护。

2.到学校图书馆、实

验室、医务室或体育

馆等开 展场馆岗位

志愿服务。

3.到班级的劳动教育

基地除草、剪枝，施

肥浇水。

每 月

劳 动

清单

1. 房间卫

生大扫除。

2. 独立为

家庭做一

顿饭。 3.

进行一次

家庭环境

美化。

1. 从宿舍、教室到校

园的卫生大扫除。

2. 开展基于通用技

术的主题创作活动或

基于学科 （理化生

等）的劳动主题探究

与设计制作活动。

3. 设计与改造班级、

校园文化或公共设施

1 .社区敬老、助

残或扶弱等志愿

服务。

2. 带着问题进

入社区进行调

研，或根据 需要

进行科普知识宣

传等。

3. 利用校外劳



配置等。 动基地、社会大

课堂、研 学基地

等适当开展劳动

实践活动。

每 学

年 劳

动 清

单

1. 彻底消毒清理一次家庭厨卫水垢、油垢，冰

箱洗衣机消毒等。

2. “今日我当家” 一天，负责一日三餐、家

务和家庭决策。

3. 进行一次家庭作物种植。

4. 参加一次学校军训及劳动周活动。

5. 结合家乡地域特色和特色产业，开展学工学

农等生产劳动体验，利用寒暑假参与一次深度职业

体验活动。

6. 至少参加两次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

7. 至少参加一次校级及以上劳动成果展示活

动。

8.教学设计

《春运志愿者》教学设计

【活动背景】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医护工作者、

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众志成城，在这场战役中，

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习总书记说他们“真诚奉献、不辞辛劳，为

疫情防控做出重大贡献。”他们就是志愿者。高中生作为祖国未

来的主人翁，应当充分认识到志愿服务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

营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管

多远，回家过年”是每一位中国人最殷切的期盼，学生通过参加

春运志愿服务，既能践行志愿者的服务精神，又能深切感悟志愿

服务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同时学生自己也会得到提高、发展和完

善，得到精神和心灵的满足。

【活动目标】

价值体认：弘扬志愿者服务精神，传播服务理念，在奉献中

明白社会的进步需要共同的参与努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责任担当：热心参与志愿者活动和公益活动，通过春运志愿

服务，形成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问题解决：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积极寻求办法解决活动中的

难题，善于化解困难为动力，敢于迎接挑战，提高问题意识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创意物化：能充分发挥创意，设计志愿服务方案，积极调研，

形成较为成熟的学生志愿服务模式。

【活动过程】

一、情景铺垫，确定主题



播放视频，学生们从中了解到双节其间车站的人流量，从而

确定志愿服务内容，确立“做春运志愿者”服务主题。

二、方法引领，做好准备

1. 开展需求调查

学生们自主讨论，设定开展调查的对象、问题、方法等准备

工作。

2.组建服务团队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愿选择服务对象，自主组建服

务团队。根据问题分类，引导学生分为四个小组。

引导咨询组：主要引导旅客在哪里购票、候车等一些常见问

题的解答。

秩序维护组：主要负责安检、防疫检查、文明礼仪监督等。

技术指导组：主要针对网络购票、取票、检票进行相应的技

术指导。

特需帮扶组：针对老、幼、孕、残等特殊需求的旅客及现场

突发事件的应对。

【设计意图】分小组进行服务准备，能够让学生有的放矢地

进行一些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储备，能更好的进行专业的志愿服务。

3.制订服务计划

各小组分头讨论制订出本小组的服务活动计划表，并向大家

进行展示，教师点评。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主设计服务计划，目的在于培养他们



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学习服务技能

小游戏：领任务回家。

【设计意图】教师给出选项，让各小组能明确本小组技能学

习的方向，便于他们展开更详细专业的技能学习。

（1）引导咨询组

熟知旅客应从哪里进站，在哪里购票，到哪里候车。

知道一些常用场所的位置。

知道出站口附近有哪些公交站点，在哪里打车。

教师补充：引导咨询组的同学一定要提前熟悉车站的构造及

周边交通状况。

【设计意图】让学生在进行实地考察时能更关注一些重要场

所、窗口的位置，提高他们的关注度。

（2）秩序维护组

学会使用手持安检仪。（视频学习）学生现场操作练习。

学会文明礼仪，督导旅客的文明行为。

掌握一些简单的沟通技巧。

教师补充：防疫期间，还要进行量体温和查看健康码环节，

根据车站实际情况提前掌握操作方法。

【设计意图】让学生更加注重沟通的重要性及一些谈话技巧

的必要性。

（3）技术指导组



学会下载安装 12306APP，掌握多种购票方式

掌握电子客票的使用。（视频学习）

熟悉车站内各种自助终端设备的使用。

教师补充：现在各车站检票实行 “一证通行”，所以要提醒

旅客只需拿身份证即可检票，从而节省检票时间。

【设计意图】提醒学生要随时了解车站内一些新的技术和规

定，尽可能的提高效率。

（4）特需帮扶组

掌握简单的手语、导盲技巧。

如何安全的帮助旅客搬运行李。（一些贵重物品注意轻拿轻

放，提前询问旅客注意事项。）

各种特需工具的使用及存取方式。（轮椅、行李推车等。）

教师补充：我们还要准备一些常用药、简易维修工具等物品。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特需服务有哪些，提前做好相应技

能的学习，对特殊问题能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

三、模拟服务，强化意识

教师提供了四个设定的模拟情境，让学生根据本小组的服务

内容去逐一解决，来提升他们服务的主动性和技能的专业性，并

在服务过程中能够去感悟和反思。

四、归纳总结，情感提升

春运志愿服务并不是一次性的活动，引导学生要通过这次服

务活动，去感悟作为志愿者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



神，去为社会做更多的志愿服务。

9.成长档案

10.学校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