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 2022-2023 学年 

劳动教育工作开展报告 

基本情况：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专职劳动教育教师 7 人，兼职劳

动教育教师 53 人，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28 处，校外劳动教育基地 7 

处。 

一、 课程开发情况 

学校根据课程设置要求，低年级每周 1 课时，中高年级每周 2 课

时。学校始终秉承“以爱育爱，以真育真”的办学理念，践行“知行合

一，立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学校劳动教育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从

日常生活劳动探索到校内外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研究，从二十四节气劳

动课程研究到劳动教育课程育人的探索，步步深化的课题研究促进劳

动教育由零散走向系统，由肤浅走向深入。 

（一）课程规划追真，努力做到因地制宜 

劳动教育是“做”的哲学。没有劳动载体、实践场域，劳动教育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为开发充足的劳动教育资源，一方面我们基于城区

学校校舍紧张的校情，努力挖掘校内劳动教育资源。我们树立“校园就

是劳动园地”的理念，在学校开辟了二十多块袖珍小菜园、开辟了葫芦

园、杏园、田园、中药园等，种植了海棠、石榴、无花果等果树，开发

校内劳动基地 28 处。另一方面基于社会资源基础，我们充分开发校外

劳动教育资源。我们在海德农场开发了五亩地的校外实践田，形成了菜

根香传统劳动基地、纸玲珑纸艺体验基地、杜木匠木工劳动基地、龙泉

茶园茶艺基地、龙泉科技蔬菜棚劳动基地七大校外实践基地。学校对校

内外劳动基地合理规划，形成序列化的劳动教育目标，做到班班有劳动



场、处处是实践园。 

学校从顶层对劳动教育课程进行了规划，做到：思想教育与劳动实

践、日常劳动与主题劳动、国家课程与拓展课程、集中劳动与分散劳动

“四个结合”，依托“家庭、学校、自然、社会”四条途径，将培养学

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必备的劳动技能、积极的劳动精神、良好的劳动

素养”作为学校劳动教育的总目标，从“劳动价值观课程、劳动体验课

程、劳动实践课程、劳动社团课程”四大领域对劳动课程进行了细化，

结合实际构建了本真劳动教育的课程体系。 

（二）课程实施求真，坚决落实立德树人 

在劳动教育课程实施方面，学校努力做到系统规划、常态开展、全

员参与、真实发生，重视突出以下几点： 

1.重视劳动教育的思想性 

劳动是技能，是态度，更是价值观。我们主要通过三类课程培养学

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一是“学科中的劳动教育课程”。各学科

教师充分梳理教材中的劳动教育因素，在教学中树立学生正确的劳动

观念。二是 “劳模故事宣讲课程”，定期邀请齐鲁工匠杨德将等劳模入

校讲座，带领学生走进全国劳模栾旭光等同志的工作室，引领学生阅读

屠呦呦、袁隆平等国家楷模的先进事迹，读书讲坛定期开展“走进大国

工匠”“我劳动我光荣”等读讲活动，引领学生学习劳模的工匠精神、

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等。三是“三百六十行家长讲堂课程”。家长来自

不同的劳动岗位，家长就是行走的教科书。学校每个月都会邀请家长到

校讲自己的劳动事迹，不同行业的“家长讲堂”，潜移默化中让学生体

认到劳动不分贵贱，要尊重每一位普通劳动者。 

2.突出劳动教育的实践性 

从 2013 年开始，学校就开发了《国学就是生活——跬步之行》和



《跟着节气走》两门劳动教育课程，两门课程的实施让劳动教育形成体

系，成为常态。 

（1）《跬步之行》——在日常生活劳动中培养习惯。 

小学的劳动教育就蕴含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落实好每一件小事，

对孩子的将来都是一件大事。我们开发《国学就是生活——跬步之行》

校本课程，将传统文化与学生的日常劳动整合，开发了“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学校的事情主动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社区的事情热心做”

“社会实践积极做”五大劳动教育板块，五个年级形成了循序渐进的劳

动教育序列目标。 

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2013 年，我们曾做过调查，80%以上的学生

上学放学书包由家长提，我们学校就从“自己的书包自己背”开始要求，

把自理自立劳动落到实处。结合实际，构建了今日我当家、自理、厨艺、

洒扫、整理、垃圾分类六大课程保证家庭劳动成为常态。由低年级的整

理床铺、洗袜子到高年级的自己刷鞋、洗衣等，在“21 天好习惯养成”

的系列活动中，一点一点，一项一项，逐步内化为学生的劳动素养。 

学校劳动教育规范化。在二实小，凡是学生能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会

让学生去参与、去实践。学校构建了环境美化、整理、室内洒扫、校园

清扫、垃圾分类等课程，共梳理出 50 多个校园劳动项目。学校卫生全

部由学生打扫，校园花坛由学生规划，校园绿化由学生参与修剪，杂草

由学生参与清理，划分区域，包干到人，每年为学校节省绿化费近 2 万

元。袖珍小菜园、葫芦园、杏园、小田园、花园等等都是学生的劳动实

践田，学校设立了失物整理部、桌椅维修部、图书整理部等多个红领巾

劳动岗，根据年段特点，劳动任务由易到难，做到“班班有责任岗”“人

人有活干，处处有人管”，实现了“时时处处皆劳动”的境界。 

（2）《跟着节气走》——在系统劳动课程中提升劳动素养 



“跟着节气走”课程是学校的特色劳动课程。教师引领学生伴随二

十四节气，走进自然，走进生活，实现生产劳动常态化、系统化。 

跟着节气走，学校重视劳动教育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袖珍小菜园，

虽然只是方寸之园，但却成了学生的观察园、研究园，学生经历了翻土、

春种、夏锄、秋收的整个过程。跟随节气，孩子们用心观察，发现韭菜、

香菜喜阴，丝瓜、西红柿要朝阳；通过对向阳处和背阴处两处小麦的对

比观察，同学们对科学课上学习的“光合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学

生参与小葫芦育种、移苗、管理的整个过程。葫芦成熟季节，人人参与

收摘，学习刮葫芦、晒葫芦、煮葫芦，学校开设葫芦烙画社团，学生或

彩绘、或烙刻。每年都会开展“爱心葫芦送西藏”活动，小葫芦成了西

藏联谊学校聂拉木小学的孩子最喜欢的礼物。学校始终牢记“校园就是

实践园”的理念，给果树剪枝、疏花疏果，学着给杏树嫁接，小农科院

的孩子用废旧铁桶研究各种植物不同的种植方法等，真正让校园内的

一草一木都发挥劳动育人的价值。 

跟着节气走，“项目化学习”贯穿劳动教育始终。高年级学生走进

农田参与春播秋收劳动，开展种花生、种玉米、拔萝卜、收南瓜、摘葡

萄等系列生产劳动。以“走进萝卜”项目为例，同学们通过查阅资料，

了解萝卜的种类和营养价值，懂得了“冬吃萝卜夏吃姜”等养生知识。

从播种到管理到收获，学生经历整个劳动过程。萝卜收获后每人会分几

个带回家，炖萝卜、炸丸子、包饺子等，好多不吃萝卜的同学开始吃萝

卜了。劳动课程不仅让学生学会生活，而且看着自己播种的小种子结出

果实，劳动最美丽、劳动最光荣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彰显劳动教育的综合性 

学校重视劳动教育课程与德智体美的融合、共育，达到综合化育人

的效果。真正的学习能生成更多的学习！我们树立“在劳动中学习，在



研究中劳动”的大教育观，重视动脑与动手相结合、实践与研究相结合，

努力在劳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研究意识等。在跟着节气走的

劳动实践活动中，常常生发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课题。”探秘长不大的

葫芦苗”“打蔫的西红柿苗”“科学嫁接让杏子变甜”“银杏大小年”“不

结果的丝瓜”“咧嘴的石榴”等探究性学习项目都是在节气课程中生成

的。劳动教育的真正落地，不仅促进了学生劳动素养的形成，也培养了

学生的思考力、创新力和学习力。 

 “跟着节气画生活”课程，带领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用画笔画出

美。家乡美景我来画、我与长辈比童年等主题绘画，学生在观察、交流、

对比中感受到祖国的变化，真正将以劳育美、立德树人落到实处。劳动

教育与体育融合的创新运动会、不为劳动而劳动的育人课程都努力做

到五育融合，最终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 

（三）课程成效见真，始终坚守以生为本 

“40 个孩子 40 个第一”“教学生一年，想学生终生”是学校始终

坚守的教育理念。学校开发了《每天进步一点点》的评价手册，从劳动

态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每学期开展劳动成果展评，学

生的创意制作丰富多彩，充满了学生的思考力和创新力。《我劳动 我光

荣——劳动存折》，记录了学生在劳动方面的成长足迹，更加激发了学

生对劳动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劳动教育的扎实开展，让我们看到了学生

的明显变化： 

一是学生自理自立能力不断提高。百分之百的学生参与家校日常

生活劳动，百分之百的学生能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生最少会做一

样饭菜的有 94.6%，坚持每周洗自己衣服的有 91.8%。 



二是“眼里有活、心里有人”的孩子越来越多。去年寒假，一对双

胞胎姐妹，竟坚持二十八天给父母做一日三餐；暑假中学校继续开展了

“我为爸爸妈妈减负”的劳动教育课程，在劳动教育中有效培养了学

生孝敬长辈的优秀品质。 

三是节气课程让学生回归自然，回归生活。跟着节气去观察、去实

践、去劳动，系列课程让学生更加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二、校内外劳动教育基地建立情况 

【校内劳动教育基地】 

“袖珍”菜园：学校自 2013 年就在教学楼的房前屋后开辟了 20 

多块“袖珍”小菜园，每块菜园尽管只有几张课桌的大小，但是学生却

能跟随节气种植时令蔬菜，观察它们整个生长过程。 

葫芦园：在校园的西侧学校还开辟了两分地左右的葫芦园，让学生

观察葫芦从催芽、移栽到管理的整个生长过程。 

田园：学校还在阶梯教室后面开辟了三分地左右的田园，学生根据

时令种植花生、地瓜、芋头、谷子、小麦、玉米等农作物，观察它们的

生长过程了解它们的收获方式。 

【校外劳动教育基地】 

海德农场生产劳动基地：学校在牟平城南开设大约 10 亩田地，

带领中高年级的学定时到基地进行春种秋收活动，让他们在出力流汗

中体验劳动的幸福感。 

菜根香传统劳动基地：在牟平大窑路 451 号，学校申请菜根香非

遗文化传习所为我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此基地占地约 18 亩。学生

通过认识老物件对农具有个全面的了解，并通过磨面粉、做豆腐、做胶

东花饽饽等实践学习劳动技能，传承传统文化。 



杜木匠木工非遗劳动基地：在牟平体育馆路 468 号，此基地占地

约 1000 平方米，学校带领学生通过组装小板凳、学习鲁班锁，让他们

感受木工制作技艺的博大精深。 

三、经费投入情况 

学校共投入年度经费约 18 万元，用于劳动教育。 

经费主要使用方向： 

1.学生外出劳动所学的租车费用。 

2.七大劳动实践基地开发主题课程所需费用。 

3.跟着节气去种植所需的种子、工具及管理等成本费用。 

4.专兼职教师进行省市专项学习的培训费用。 

5.劳动教育实践指导系列手册的印刷费用。 

四、选用教材情况 

学校选用劳动教育教材为：1--5 年级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五四制专版） 

五、“本真”劳动教育课程的深度实施实验方案 

引导学生真劳动、真实践，促进学生真体验、真成长，一直是烟台

市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本真”劳动教育秉承的核心理念。为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推进五育并举，挖掘劳动教育育人功能，提

升学生综合素养，我校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开

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指导意见》及教育部 2022 年版《义务教育劳动

课程标准》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我校本真劳动教育实施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德育为先，提升智育水平，加强体育美育，落实劳动教育。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注重动手实践、知行合一、学创融通，培育

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二）基本原则 

1.实践性原则 

劳动教育是“做”的哲学。重视学生直接体验和亲身参与，坚持“做

中学”“学中做”，注重引导学生从现实生活的真实需求出发，亲历情境、

亲手操作、亲身体验，激发学生参与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教育性原则 

劳动教育重在“教育”。注重挖掘劳动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等方面的育人价值，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精神贯穿课程实施全

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

劳动人民的感情，发展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3.生活化原则 

劳动教育要立足于“生活”。本着“劳动即生活，生活即劳动”的

理念，将劳动教育与学生个人生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充

分挖掘生活元素，利用课外、校外劳动实践场所，自主开发项目，满足

多样化的劳动实践需要，丰富劳动实践体验，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

惯和品质，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解。 

4.序列化原则 

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努力做到劳动教育目标序列化、课程序列化、

劳动基地序列化。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出发，开发五大劳

动教育目标板块，涵盖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个方面，

五个年级形成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阶梯式劳动教育序列体系。 

（三）主要目标 

1.提升学生劳动素养 



通过劳动教育课程提高学生在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现代化服务、

手工劳动等方面的劳动技能；培养学生树立吃苦耐劳、持之以恒、责任

担当等劳动精神；力求在不断的劳动实践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提升教师在劳动方面的专业水平，能够对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关

键步骤、技能及时点拨；充分发挥劳动育人的功能，挖掘生活要素，注

重劳动文化与育人理念的有机融合，更好地促进教师队伍建设。 

3.实现学校特色发展 

进一步完善、丰富我校的劳动教育课程，形成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的阶梯式劳动教育序列体系；充分利用好各方面的资源，为学生的日常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选择适合的时间和空间；进一步完善

《跟着节气走》《国学就是生活——跬步之行》特色劳动课程，有效提

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实现由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向领航学校迈进。 

（四）主要内容 

1.做好顶层科学规划 

（1）依托《劳动课程标准》中的学段目标和课程内容，基于学校

本真课程的目标体系，学校从顶层对劳动教育课程进行三年规划，做到

思想教育与劳动实践、日常劳动与主题劳动、国家课程与拓展课程、集

中劳动与分散劳动“四个结合”；依托“家庭、学校、社会”三条途径，

将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必备的劳动技能、积极的劳动精神、良

好的劳动素养”作为学校劳动教育的总目标；每学年制定学年计划，从

“劳动价值观课程、劳动体验课程、劳动实践课程、劳动社团课程”四

大领域对劳动课程进行细化；结合实际构建本真劳动教育的学期计划，

在劳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努力做到全员、常态、系统、真实，最终实

现本真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 

（2）机构职责 



课程规划组长：校长 

课程教研组成员：分管领导、专兼职教师 

课程实施组成员：班主任教师、家长义工 

2.构建完善课程体系 

（1）日常生活劳动 

构建日常生活劳动五大系列板块。开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

校的事情主动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社区的事情热心做”“社会实

践积极做”五大劳动教育板块，以日常生活劳动为主，各年级形成循序

渐进、螺旋上升的劳动教育序列目标。 

形成日常生活劳动两大课程体系。一是构建家庭劳动教育课程，通

过家校合育的方式扎实落地。学校利用每周一节劳动必修课进行技能

指导，学生回家进行操练巩固与创新，然后在学校开展劳动技能展示活

动，让学生扎实掌握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成为懂劳动、会劳动、爱劳

动的好少年。二是构建校园劳动教育课程，搭建多元平台力促课程落地。

借助校本课程《国学就是生活——跬步之行》，将传统文化与学生的日

常劳动整合，做到知行合一；充分挖掘校园劳动教育岗位，努力实现时

时处处皆劳动的境界。 

（2）生产劳动 

构建生产劳动梯级课程。依据学生的年段特点，劳动任务由易到难，

结合校内外开发的劳动教育资源统筹规划，设置生产劳动梯级课程。 

完善生产劳动特色课程——《跟着节气走》。继续完善《跟着节气

走》劳动教育课程。重视劳动教育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树立“校园就是

劳动园”的意识，充分开发校内劳动基地。树立“在劳动中学习，在研

究中劳动”的大教育观，重视动脑与动手相结合、实践与研究相结合，

努力在劳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研究意识等。 

（3）服务性劳动 

以主题劳动为主要形式开展服务性劳动教育。充分利用周边资源，



与幸福敬老院、丰金爱心餐厅等部门形成联谊，在重阳节、中秋节、元

宵节等节日，带领学生开展系列敬老爱老活动；利用社区资源，到社区

进行环保宣传等活动，培养主动关心他人的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体悟

以自己的服务性劳动为他人创造便利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4）开设劳动教育社团 

每周五下午开设丰富多彩的劳动社团活动，结合学生的发展需求

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开设非遗劳动社团、传统手工劳动社团、创意钩织

社团、科技劳动社团、木工坊、金工坊等，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搭建平台，

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劳动素养。 

3.抓实劳动教育课堂 

（1）开设规范的劳动教育必修课。严格落实每周一节劳动教育必

修课，依据《劳动课程标准》设置的十大任务群为主要内容，结合学校、

家庭和社会资源，形成校本化劳动教学内容，通过方案策划、知识学习、

技能训练、劳动价值引领等，推动学生“做中学”“学中做”。 

（2）抓实各学科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学科团队的力量，

将劳动教育与美术、体育、道德与法治等学科进行有机融合，挖掘劳动

教育元素，渗透劳动教育目标，最终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 

4.用好劳动教育清单 

    依据《劳动课程标准》中课程内容的十大任务群和《烟台市教育局

办公室关于建立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清单制度的意见》中的 60 条课外、

校外劳动教育清单参考内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按照年段特点设计适

合本校的序列化劳动清单，借助《居家劳动指南》家校联系卡和《每天

进步一点点》评价手册有效落实各项劳动清单内容，引导学生养成持之

以恒、吃苦耐劳等劳动品质，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解。 

5.弘扬劳动教育文化 

（1）开展劳模精神学习主题活动。通过开展读劳模事迹、劳模宣

讲进校园、劳动故事讲坛、践行劳模精神等主题活动，引领学生学习劳



模的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等。 

（2）通过多彩劳动日、劳动实践节、劳动文化墙及校园多种节会

等建设劳动文化，积极营造劳动教育的浓厚氛围。 

6.创新劳动教育实施路径 

重视劳动教育综合化实施，探索“读讲写行”多端联动式实施路径，

形成“阅读浸润心灵、演讲培养自信、双写（日记、书写）培养习惯、

实践内化素养”的劳动课程实施体系，以任何一端作为开始，发挥联动

效应，形成灵动的劳动课程实施样态，在综合化实施过程中促进学生素

养发展。 

（五）保障措施 

1.“1+1+X”课时保障 

即每周设置 1 节劳动必修课作为落实劳动教育的主渠道；每学年

开展 1 次集体劳动周活动，即将秋分节气中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所在

周设定为学校的劳动周，依托莒格庄劳动基地和海德农场劳动基地，分

年级开设序列化、适宜性和综合化的劳动实践活动；“X”指每周参与课

外和校外的劳动时间，低年级不少于 2 小时，中高年级不少于 3 小时，

实行总时控制、弹性管理。 

2.“1+N+X”师资保障 

  “1”指每个级部一位劳动教育技术专职指导员，负责引领该级部劳

动教育教研、活动策划与实施；“N”指每个班若干名有劳动特长的家

长义工，对本班的劳动教育给予协助或指导，达到家校共育同步效果；

“X”指负责劳动教育的若干班主任老师，他们是开展班级劳动教育的

主要执行者，参与劳动周、劳动实践项目、成果展评等活动的策划与指

导。 

3.“157X”劳动基地保障 

“1”指每个学生一个家庭，“5”指校内五园（葫芦园、菜园、田

园、花园、中药园），“7”指校外七大劳动基地（海德农场、菜根香传



统劳动基地、纸玲珑纸艺体验基地、杜木匠木工劳动基地、龙泉茶园茶

艺基地、龙泉蔬菜大棚科技劳动基地、职业中专职业体验基地），“X”

指若干校内红领巾劳动实践岗（图书整理岗、校园绿化岗、失物整理岗、

卫生清洁岗等），形成“家庭首课堂、校园主课堂、社会大课堂”劳动

基地保障模式。 

4.“四个一”评价体系保障 

每月一张“居家劳动评价表”，每学期一本“天天劳动我最棒”

劳动存折，每学期一次劳动成果展，每学年一本“每天进步一点点劳动

评价手册”，通过开展周评价、月评价和学期（年）评价等形式，为劳

动教育综合评定提供素材和参考。 

5.“说议讲评”教研保障 

定期举行“说议讲评”一条龙校内劳动教育课程教研活动；通过参

与式、互动式等教研形式，挖掘教师优秀教学经验，分享教师研究成果，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6.学生安全保障 

   建立健全安全教育与管理并重的劳动安全保障体系。劳动前上专项

指导课，对学生进行乘车、操作等安全问题指导；劳动中对工具、设备

的使用进行安全提醒，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劳动后进行集体性总结与反

思，努力做到“行前有备案，活动有方案，应急有预案”，确保劳动教

育安全有序开展。 

7.考核管理保障 

加大劳动教育考核力度，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对教师进行考

核，分三个等级将劳动教育教师课程实施效果纳入学期末教师个人考

核。 

六、劳动周方案及佐证材料 

【劳动时间】2023 年 4 月 25 日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 

【劳动目标】 



1.重视全员参与。组织一至五年级全体学生参与劳动周的各项教

育活动。 

    2.重视劳动效果。以务实求真作风，扎实有序推进劳动教育落地见

效，使学生在劳动习惯、劳动技能和劳动素养等方面有所提升。 

    3.重视差异教育。针对不同年段的学生实行分层劳动设计，对个别

学生因材施教，通过 40个孩子 40个第一的多元评价实现增值性评价。 

【劳动场域】 

1.一二年级：校内教室、操场、植物园。 

2.三年级：校内袖珍菜园。 

3.四年级：葫芦园、冬青修剪。 

4.五年级：田园、花坛、桌椅维修。 

【劳动教育内容】 

时间安排 劳动年级 劳动项目 劳动教育目标 

 

周一 

 

1-5 年级 

全体学生 

1.分管领导部署各年级劳动

周具体安排。 

开营仪式： 

培养学生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

和劳动品质。 

各班教师组织学生制定班级

劳动方案，对学生进行划分小

组、确定组名、设计劳动口号

等准备活动。 

 

 

周二 

低年级 1.组织学生开展穿衣服、叠衣

服、收纳文具、整理书包等自

理自立主题式比赛。 

在日常生活劳

动中养成自理

自立好习惯； 

 三年级 在各班的袖珍菜园学习茄子、

辣椒、黄瓜、芸豆、西红柿等

应季蔬菜的种植活动。 

明确各种蔬菜

的种植方法。 

四年级 学习设计、修剪校园的冬青等

绿化植物。 

在学习中感受

劳 动 创 造 价



值。 

周三 低年级 学生自带刷牙物品，教学生科

学有效地刷牙。 

学习日常生活

劳动技能。 

四年级 在老师的指导下，到葫芦园对

葫芦苗进行科学移栽。 

在生产劳动中

学 会 使 用 工

具，掌握相关

技术。 

五年级 在田园进行给麦子浇水、种芋

头、地瓜、花生等农作物。五

一班进行花坛种植。 

 

周四 

 

全体学生 

分级部进

行 

1.低年级进行教室卫生清扫、

擦拭桌椅。 

通过劳动成果

展示，领悟劳

动 的 意 义 价

值，形成勤俭、

奋斗、创新、奉

献 的 劳 动 精

神。 

2.三年级对教室、走廊、书吧、

室外卫生进行卫生清理。 

四年级对室内外所有卫生、录

播室（每班 2 人）进行卫生清

扫整理。 

4.五年级对室内外卫生、阶梯

教室（每班 2 人）进行卫生清

扫整理。 

 

 

 

 

 

周五 

 

 

1-5 年级 

 

全体学生 

1.低年级进行“自理自立”小

明星、“整理”小明星、优胜

小组等奖项评选。 

 

 

通 过 总 结 评

价，全校表彰，

引导学生感受

劳动的艰辛和

收获的快乐，

增强获得感、

成就感、荣誉

2.中高年级进行“种植”小能

手、“我是劳动小巧手”、“团

队合作”优胜组“我是小小宣

讲员”等奖项评选。 

3.全校集会，校级领导对劳动

周教育活动进行总结评价、颁



发各级奖状。 感。 

4.优秀团队代表发表感言 

5.学生整理劳动教育成长档

案袋。 

 

 

 

 



七、梯级劳动教育清单 

【一年级上学期】 

1.学会正确修剪指甲。 

2.学会整理书包，并做到自己的书包自己背。 

3.自己削铅笔，并整理好笔袋。 

4.长头发的女生学会自己梳头。 

5.学会叠衣服、缠水杯袋子和跳绳，做到在教室里有序摆放。 

6.学会用笤帚扫地并学会摆放卫生工具。 

7.学会使用七步洗手规范洗手。 

8.学会用废旧物品进行创意制作。 

 

【一年级下学期】 

1.学会科学刷牙。 

2.学会清洗抹布，并用抹布规范擦拭桌椅。 

3.学会正确使用筷子。 

4.学会熟练系红领巾。 

5.学会熟练剥鸡蛋皮。 

6.学会剃鱼刺。 

7.学会水培大蒜、绿豆芽等植物。 

8.清明节学做纸菊花等工艺品。 

 

 



 

【二年级上学期】 

1. 学会拖地和清洗拖把。 

2. 学会用洗涤用品清洗碗筷。 

3. 学会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4. 学会清洗袜子、红领巾等小件物品。 

5. 学会整理玩具柜。 

6. 学会择芹菜等绿叶蔬菜。 

7. 学会种植蒜苗或水培绿萝。 

8. 寒假中学会和家长一起做汤圆。 

【二年级下学期】 

1. 学会用洗发液、沐浴露正确洗头、洗澡。 

2. 学会分门别类整理书柜。 

3. 学会清洗各种蔬菜的方法。 

4. 学会清洗水果，并学做水果沙拉。 

5. 学会用工具正确削土豆皮。 

6. 学会整理自己的床铺。 

7. 端午节学会编五彩绳。 

8. 暑假学习和家人一起做巧果。 

【三年级上学期】 

1. 学会刷运动鞋。 

2. 学会校外环境卫生清扫。 



3. 学会煮、煎鸡蛋。 

4. 学会加热馒头、包子等面食。 

5. 学会做水果拼盘。 

6. 学会使用吹风机给自己吹干头发。 

7. 学会和家长一起做月饼。 

8. 学会养殖小鱼或小兔子等喜欢的小动物。 

【三年级下学期】 

1. 学会为家长擦皮鞋。 

2. 学会清洗夏季穿的衣物。 

3. 学会系鞋带。 

4. 学会使用微波炉、电烤箱等厨房设备。 

5. 学会西红柿炒鸡蛋等家常菜。 

6. 跟随节气在袖珍菜园学习种植土豆、西红柿、黄瓜等应季蔬菜。 

7. 端午节学会和家人一起包粽子。 

8. 学会熟练钉纽扣。 

 

【四年级上学期】 

1. 学会清理学校的洗刷间。 

2. 学会分季节有序整理衣柜。 

3. 学会拌黄瓜等凉拌菜。 

4. 学会烤蛋挞、烤曲奇等简单的烘焙技能。 

5. 学会用电饭煲煮米饭。 



6. 在袖珍菜园学习种大蒜、洋葱等过冬蔬菜。 

7. 学习给银杏去皮清洗、晾晒。 

8. 寒假中学会贴福字、贴春联。 

【四年级下学期】 

1. 学会清洗自己的书包。 

2. 学会清洗毛巾、衬衫等不同材质的衣物。 

3. 学会清洗整理家里的卫生间。 

4. 学会葫芦育苗、移栽、施肥、搭架子等常规管理。 

5. 到海德基地学习种花生、玉米、地瓜等农作物。 

6. 学会做花样面条。 

7. 学做烤鸡翅。 

8. 端午节学会做香囊。 

【五年级上学期】 

1. 学会对鞋柜进行分类整理，定期清理不穿的鞋。 

2. 学会包饺子，包馄饨等。 

3. 学做白菜炖粉条、炖骨头汤等菜肴。 

4. 学会对冰箱进行清洗与收纳。 

5. 学习蒸花样馒头。 

  6. 秋分节气到实践基地收花生、掰玉米、收地瓜、收芋头等农作物。 

  7. 寒露节气学会摘葫芦、给葫芦去皮、晒葫芦。 

  8. 学会缝制沙包。 

【五年级下学期】 



1. 学会对衣柜进行分类整理，并清理不穿的衣物。 

2. 熟练运用洗衣机的不同功能洗涤不同材质的衣物。 

3. 学会收拾整理厨房。 

4. 熟练用电饭煲的蒸、煮、炖等各项功能。 

5. 跟随节气在田园的麦地套种花生、玉米，种植小米、花生、地瓜、

芋头等农作物。 

6. 积极参与“我的花坛我做主竞标赛”。 

7. 学习修剪校园的冬青绿化带。 

8. 学会包包子、包菜角等技能。 

八、教学设计 

我是小小收纳师 

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   谭志广 

一、跃跃欲试 

同学们，随着家务劳动契约制参与的范围越来越广，老师明显感受

到同学们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劳动，也越来越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

不，前几天就有几个同学在整理收纳时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段

视频：这个同学发现，刚整理完的衣服确实堆放很整齐，看起来很舒服，

可是在抽一件衣服后却会把相邻其他衣服弄乱，又得重新整理，特别麻

烦。同学们，你们能猜到是什么原因么？ 

嗯，衣服叠的不结实，也就是容易散。没有做到“整齐、不散”（贴

板书） 

那同学们，你们能叠出“整齐、不散”的衣服么（能）好，老师只



给一分钟的时间，请拿出你们手中的毛衣，看谁能叠出“整齐、不散”

的效果，计时开始！ 

（学生折叠） 

老师看同学们都折叠好了，现在请同学们把叠好的衣服向上轻轻

抛一下，看看有没有做到“不散”。（有些同学的衣服散了） 

看来很多同学没有做到“不散”，老师这里有一个叠毛衣的好方

法，可以保证叠好的毛衣“整齐、不散”，刚刚成功的同学也要仔细看，

看看谁的办法更好。 

【设计意图】通过叠衣服并上抛，暴露出学生叠衣服容易散的问

题，为解决问题、学习整理收纳做铺垫。 

二、躬行实践 

一技之长 

叠毛衣 

1.（播放师自己录制的视频） 

通过看视频，你学会折叠毛衣的方法了吗？（生：会了） 

2. （出示步骤图）那老师要考考你们，试着把右边的图片拖动左

边相应的步骤旁边。（停 2～3 秒）快，小组讨论一下，讨论完的小组迅

速坐好。（坐好后）谁来？（指名到屏幕前拖拽，集体观看）有没有不

同意见？恭喜你们，都答对了。掌声送给这位同学。 

3.我们再把叠毛衣的步骤一起读一遍，加深一下印象。 

两侧往里折，袖子摆横线；先往下，再上翻；左右衣袖藏里边。刚

才自己叠成功的几位同学，你们的方法跟老师一样么？你用的什么方



法，来展示一下吧。（同学评判哪种方法更好） 

4.师：那老师教的方法你学会了吗？（会了）眼睛会了，手不一定

会，接下来请同学们动手尝试叠一下，如果在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

以小组同学之间讨论一下，想办法解决问题。（生自主练习） 

5.同学们，停一下，老师发现在刚才的尝试过程当中，主要出现了

两个问题，首先，有的同学衣服好像袖子有点短，塞得太浅没办法保证

不散？有没有谁也遇到这个问题并且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

解决的？能上台来展示一下么？（指名上台展示）（询问其他举手同学

办法跟展示的同学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也上台展示） 

6.还有没有遇到别的问题？（如果学生说不出，老师就拿一件举例）

老师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同学按照老师的方法来叠，最后叠出

来的衣服很不平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指名有问题的同学上台展示，

其他同学提出解决办法）视情况而定，这个问题要不要省略。 

7.一个小小细节的不同，就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去想办法解决。生活

处处皆学问，同学们一定要养成细致观察生活热爱生活的好习惯。现在

请同学们再练习一遍，做得熟练的同学要精益求精，同时帮帮旁边不太

熟练的同学，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练完后，我们要进行一分钟叠衣

服比赛。开始！（播放轻音乐） 

8.开展比赛。大显身手的时间到了！看谁能在 1 分钟内叠得整齐、

不散。叠好的同学，请端正坐好，向老师示意。（师调用希沃软件的计

时器功能） 

9.时间到。请同学们轻轻抛一下自己叠好的衣服，如果不散的话，



请站起来。同组的同学看一下，站起来的同学，谁叠的衣服符合整齐的

标准就继续站着，不符合的请他坐下。老师现在宣布这些同学获得“整

理小明星”称号，下课前老师要发放奖励贴。没有获得“整理小明星”

称号的同学也不要灰心，只要多加练习，每个同学都能把衣服叠得整齐、

不散。 

【设计意图】通过看视频、上台演示、自主练习、解决困难、开展

比赛等步骤，使学生扎实掌握叠上衣的方法。 

三、淬炼操作 

叠连帽卫衣 

1.师：同学们在刚才叠毛衣的过程中表现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要叠

连帽卫衣。细节上又多了一顶帽子，这次请同学们小组内互帮互助，发

挥集体的智慧，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衣服叠得整齐、不散就行。

最后老师要从每个小组随机选出一名同学代表本小组参加比赛。 

2.放手让学生尝试、讨论。师巡视。 

3.同学们叠好了吗？（生：叠好了） 

4.指名代表小组参赛。（一分钟计时）老师刚才指定了参赛的同学，

请这些同学站起来，把衣服展开。计时开始。 

5.请代表同学拿着叠好的衣服到前面来展示一下。（指名评价，引

导从整齐、不散两个角度评价）宣布合格的同学获得“整理小明星”，

没获得的同学也没关系，课后勤加练习即可。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主尝试、大胆创新，学会连帽卫衣的折叠

方法。 



学习收纳 

1.师：同学们都学会了把上衣叠得整齐、不散，接下来，我们要把

衣服放到收纳箱里。各小组的同学讨论一下，怎样放效果更好。放好以

后，我们要看看哪个小组收纳好的衣服能够做到抽取不乱（贴板书） 

2.小组合作收纳，师巡视。 

3.老师看各小组都收纳好了，下面请小组长带着收纳箱下来，我们

一起检验一下。先请小组长介绍一下你们小组的收纳方法（小组长介绍，

师指名评价）我们再来抽取一件衣服看看乱不乱。（师评，这些小组能

做到分类收纳、抽取不乱，被评为“优秀收纳组”。）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交流、尝试，采取合理的收纳方法并检验、

评价，引导学生在平时劳动过程中开动脑筋，改善劳动结果。 

梳理提炼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整理收纳衣物的方法，老师教的方法同

学们都学会了，还有很多同学尝试、创新了方法，这些方法都能做到把

衣服叠得整齐、不散，最后通过小组合作，把衣服放到收纳箱里，做到

了抽取不乱。让我们为自己的优秀表现鼓掌！ 

四、精彩纷呈 

同学们，现在到了颁奖环节，请获得“整理小明生”的同学到前面

来。（发放奖励贴纸）老师想随机采访一下，这位同学，请说说获奖感

言吧！（师结合劳动习惯、品质进行评价） 

请获得“优秀收纳组”的同学下来。（发放奖励贴）请组长发表一

下获奖感言。 



同学们现在明白他们组为什么获得优秀收纳组了吗？对，我们在

平时的劳动中就要像这个小组这样，乐于合作、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样

才能收获更好的劳动成果 

五、持之以恒 

拓展资源包 

1.师：同学们，生活中，我们需要收纳的衣服种类远远不止今天带

来的这些。老师还给同学们准备了收纳资源包，里面包括了各种衣服的

叠放和收纳方法，同学们想不想看一看？（生：想）师播放其中一个视

频。 

2.师：课后，老师会把这个资源包发到班级群里。正好，五一假期

快到了，同学们可以跟父母一起观看学习，协助爸爸妈妈整理好你们家

的衣柜，并拍照或者拍视频发到班级群里，开学以后，我们要评出最优

秀的“小小收纳师”。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当上“小小收纳师”？（生：

有） 

师：心动不如行动，老师拭目以待。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 

【设计意图】通过观看收纳资源包中的一个视频，激发学生进一步

学习其他种类衣物收纳方法的兴趣，再让学生假期积极参与收纳、开学

后评比的方式，促使这项劳动落到实处。 

九、成长档案 



  

 

 



 

 

 

 

 



 

十、学校成果展 

【发表论文】 

   



 



【推广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