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
贺教通〔2023〕6 号

关于印发《贺兰县 2023 年中小学劳动教育
工作推进计划》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认真落实国家、自治区、贺兰县关于劳动教育相关文件精

神，坚持“五育并举”，积极探索“五育融合”下的劳动教育，

稳步推进我县全国劳动教育实验区建设工作，现将《贺兰县 2023

年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推进计划》下发给你们，请依据校情积极

谋划劳动教育各项工作，创新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附件：《贺兰县 2023 年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推进计划》

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2023 年 2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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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 2023 年中小学劳动教育
工作推进计划

自 2021 年贺兰县被认定为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以

来，贺兰县教育体育局积极谋划，主动作为，认真落实国家、自

治区、贺兰县关于劳动教育相关文件精神，全县各中小学积极探

索劳动教育，开足开齐劳动教育课程，已初步建成校内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以劳动教育为支点，

撬动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推进劳动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聚焦劳动教育课程，发挥劳动教育综合育人功能

1.严格落实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开足开齐劳动教育课程，平

均每周不少于 1 课时。指导教师积极探索劳动技术教育课例、劳

动技术教育实践项目和学科劳动教育课例，各教研联盟组建劳动

教育磨课团队，积极参加各级劳动教育精品课遴选活动，年内力

争打造区、市级劳动教育精品课各 1 节。

2.加强《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学习。以教

研联盟为单位组织学科教师在主题教研活动中以学习感悟、教学

实践、项目设计等为主线，鼓励教师结合区市各级赛课活动积极

探索新课标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勇于实践，在教学应用中落实新

课标理念。适时邀请区、市劳动教育学科教研员为进行新课标培

训，从新课标的解读、教学设计的规范、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指



— 2—

导。

4.基于学科融合理念加强“劳动+”课程体系建设。结合区

域和学校实际，构建“以劳养德，以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育

美”的“劳动+”校本课程，打破学科边界，体现学科特点，劳

动+语、数、美、音、体、综合实践、通用技术等课程，发挥劳

动教育综合育人功能，把劳动素养和劳动技能的培养目标落到实

处。对于已经初具“劳动+”课程的学校，如潘昶小学以葫芦为

主题的劳动教育实践系列活动，围绕“种葫芦、护葫芦、收葫芦、

画葫芦、展作品、吹葫芦丝”与学科教育深度融合；银光小学以

蔬菜水果种植为主题，开展“种辣椒、护辣椒、收辣椒、做辣椒

酱”等系列劳动主题活动建设“劳动+”课程。对于尚未形成“劳

动+”课程的学校，如欣荣小学，可以以“糖萝卜”为主题的“种

糖萝卜、收糖萝卜、熬糖浆、画糖画、做糖葫芦”探索“劳动+”

课程。对于略有成效的学校特色社团如：兰光的石头画、四中的

剪纸社团、欣荣小学的粮食粘贴画等，各校要积极探索，深度挖

掘，统筹规划，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劳动+”课程体系。

二、聚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搭建劳动实践平台

1.抓好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微基地）建设。春季学期指

导各校因校制宜，以劳动实践基地为依托，以“农耕”、“五谷”、

“节气”、“节日”等为主题，结合本地区特色农作物、中草药种

植，邀请校内外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践操作，有目的、有计划地

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基地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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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对于没有条件建设校内劳动实践基地的学

校，可以开拓建设校园劳动教育微基地，如：“班级窗台种植养

殖角”、“窗台上的春天”、“花坛种植”等，努力打造“一校一品”

劳动教育特色。

2.加强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成果展评交流。秋季学期开展

校内劳动实践基地成果展评活动，各校要因校制宜、突出特色，

多角度充分展示劳动实践基地成果。如：潘昶的葫芦画、银光的

辣椒酱、各校的劳动成果义卖活动等，切实培养学生劳动观念、

劳动精神，体悟劳动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提升学生劳动实践

能力。

3.充分利用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研学基地等，发挥其社

会功能和教育作用。以“3·5 学雷锋志愿服务日”、“学雷锋志

愿服务月”、“植树节”、“爱国卫生月”等为契机，组织学生开展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劳动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体悟劳动中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感。

三、聚焦劳动教育过程性评价，激发劳动教育持久动力

1.指导各校按照新课标要求制定符合校情学情的劳动教育

清单。从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这三个维度，规

定清单任务的具体操作流程，明确各个学段学生应当达成的最低

能力标准，从自评，家长评、师评三个角度进行评判，过程性追

踪学生完成清单任务情况，关注学生劳动过程表现，积极探索劳

动教育的评价方法。于无声处将劳动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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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事事劳动，时时劳动，脑力、体力并重，让劳动教育浸

润入师生之心。

2.基于 PBL 教学法，结合“劳动+”课程，在真实情境项目

学习中拓展评价内容。让学生亲历情境、亲手操作、亲身体验，

从不同学科角度、多样化的作业设计帮助学生体悟劳动过程，深

化对劳动价值的理解，在“劳动+”课程的学科融合下不断丰富

评价内容。如：德胜实验小学的案例《水培豆苗收获多》，以搜

集资料、观察记录、观察日记、豆苗成长手账、品尝劳动成果等

形式让学生参与项目活动，多角度评价内容对学生劳动过程进行

评价。

四、聚焦劳动教育活动设计，拓展劳动教育实施途径

1.优化“劳动周”活动设计，细化“劳动周”实施方案。依

托校内外现有资源，结合节气节日（植树节、学雷锋日、五一劳

动节、端午节......）等活动，从劳动主题、完善劳动任务分配、

劳动流程设计、材料选择、工具使用、过程记录、成果分享与处

理、活动评估与改进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与安排，丰富劳动任务

形式，以“三个一”活动内容为抓手（一次主题班会、一场主题

演讲、一个成果展示），发挥学校主导作用，做实做细校内劳动

周计划，不断深化学生的劳动体验和价值体认。

2.依据新课标中的十个“任务群”，各学段开展劳动技能大

赛。设计符合各学段学生年龄和身心特点的比赛项目，家庭学校

联动，鼓励学生全员参与，进行 4 级联赛（班级筛选赛、学段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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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初赛、教研联盟复赛、县级决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学生劳

动观念和品质的养成。

五、聚焦区级劳动教育示范校建设，打造贺兰劳动教育样板

1.建设好自治区劳动教育示范校，发挥引领作用。我县已有

8 所区级劳动教育示范校，各示范校要认真提炼总结优秀经验和

做法，在县域内进行分享交流，互学互惠，共同成长。2023 年

至少培育区级劳动教育示范校 1 所。

2.以劳动教育的三个区级课题研究为抓手，促进学校学科教

研团队深入研究，从不同方面破解县域内劳动教育中的困惑。潘

昶小学积极探索农村小学劳动教育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实践，抓好

本校“劳动+”课程体系建设。贺兰二小结合各类劳动教育实践

活动，认真探究县城小学高学段劳动教育的困境及突破策略。奥

莱小学以“‘五育’学分式评价实践研究”为主题，强化过程性

评价，建立学生学分币奖励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鼓励各课题组教师扎根实践，研究解决真实问题，关注课堂和项

目式、主题式实践活动，努力形成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

后附：2023 年劳动教育工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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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23 年劳动教育工作历

月份 工作任务 备注

2 月

1.各校制定劳动教育计划或方案

2.各中小学制定劳动教育清单

3.完成全县小学学段第一届劳动技能大赛线下比赛

3 月

1.拟发县级劳动教育精品课遴选通知

2.各联盟开展以研习新课标、“劳动+”课程体系建设等为

主题的教研活动

3.邀请区教研员为劳动教育学科教师做培训

4 月 各校提交基地建设计划，查看基地建设情况

5 月
开展全县劳动周观摩活动（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承担观

摩任务）

6-7 月 组织各联盟打磨劳动精品课课例

8 月 组织评选县级劳动教育精品课

9 月
1.开展全县校内劳动实践基地评选（配合基教处）

2.县级优秀精品课申报区级劳动精品课课例

10月 开展全县第二届劳动技能大赛

11月
1.组织种子学校申报区级劳动教育示范校

2.组织上报区级劳动教育精品课课例

12月 各校总结提炼劳动教育优秀经验

备注：结合教研员视导工作，开展课题指导、课程体系建设指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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