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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我校有专职教师 1 人，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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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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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课进行教学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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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后面专门开辟了一块“绿地”作为学生劳动实践园，各班

级划片管理“责任田”，种植蔬菜或农作物。责任落实到班

主任和生物教师，班主任规划每学期学生劳动实践的内容和

时间。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每年投入一定经费约 3000 元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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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根据生物教材的相关内容为教材进行教学。

五、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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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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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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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清洁

和绿化美化，做好校园种植活动。学校加强各项工作的日常

管理，班主任加强本班学生劳动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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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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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家访或家长会的时机，让家长成为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

者和协助者，形成劳动教育合力。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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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形成班级劳动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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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还要创造机会让学

生走进新农村，体验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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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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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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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一些校内外相关行业专业人士



担任劳动实践指导教师，积极开展劳动教育的教研活动，提

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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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安

排中高年级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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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周方案

（一）活动主题：

想摆脱困境，你就去劳动；想创造未来，你就去劳动；

想寻找快乐，你就去劳动；想实现梦想，你就去劳动。诚实

的劳动，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也彰显了劳动的光荣。因此，

“我劳动，我快乐＂便成为我校这次劳动活动的主旋律。

（二）活动目标



1、通过集体劳动活动，广大学生能够明白劳动的必要

意义，学习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优良文化传统。

2、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爱劳动意识，知道劳动的艰辛、

懂得尊重、爱惜劳动成果。

3、通过集体劳动活动，学生能够养成爱劳动的良好习

惯， 能较主动的投入到劳动的队伍中，能体验劳动的快乐，

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三）活动形式：

1.组织“劳动”主题班会

具体要求：各班围绕“劳动”的主题，组织一次主题班

会。同时，刊出一期“劳动使我快乐”主题黑板报。通过各

种形式，了解劳动模范的光荣事迹，领悟中华民族勤劳朴实

的传统美德。

2.开展劳动小能手活动

具体要求：高一至高三的学生利用周末或节假日的时间，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劳动，尤其是从整理自己的内务入手，

如：整理铺床、整理书柜、收纳衣物等，并留存照片或者影

像作为记录。通过整理家务等活动，学生能够理解父母持家

的不易和奔波操劳的辛苦，培养学生感恩之情和独立自主的

能力。

3.组织班级大扫除活动



具体要求：高一至高三各班利用校内的时间，每周四组

织全班同学进行校内大扫除活动。从小处着手，扫地、擦桌

子、擦黑板等，动员全体学生都参与到劳动活动中。通过身

体力行的卫生打扫活动，学会尊重和关爱身边的普通劳动者，

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七、劳动清单

（一）校内劳动清单

1.桌面、桌洞、书包等个人区域干净整洁，课本资料分

类存放。

2.创意布置教室内文化，黑板报、读书角。

3.垃圾及时投入垃圾桶，定时倾倒垃圾。

4.校内室外卫生区，操场、甬道、宣传栏、楼梯。

5、实验田的耕种、除草、浇水、收割。

6.节约水电，离开教室立刻关灯关投影仪。

7.按时值日，积极参加班级大扫除。

8.简单修理日常劳动工具。

9.积极参与计算机编程、创客教育等活动。

（二）家务劳动教育清单

1.房间清洁与布置。

2.书籍整理。

3.家庭垃圾分类处理。

4.洗衣服刷鞋熨烫衣物简单缝制。



5.修理简单物品。

6.掌握烹饪技巧，制作拿手菜或面点。

7.饭前，盛饭摆碗筷，饭后收拾餐桌碗筷。

8.外出旅行收拾行李。

八、教学设计

（一）课程主题：小麦的种植与培养

（二）课程目的：了解农作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亲身

感受培养对劳动、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学会如何进

行观察、记录植物的生长和变化。

（三）活动安排

1.活动内容：引领学生种植小麦，体验种植的过程。

2.活动形式：包种植、包培育、包管理。具体操作由老

师组织学生实施。

4.活动要求：学生对各自小组种植的小麦播种、浇水、

除草、施肥。

（四）成果展示

展示学生观察日记。

九、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