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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规划

（一）劳动项目资源分析，做到有的放矢

结合《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我们不仅要学生指导掌握

劳动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劳动品质，因此，我们要有科学的劳动教育资源观，

充分挖掘本土的劳动特色优势，多方联动，提升对劳动项目的开发统筹。通过对

劳动教育课程资源的分析，我们将可利用的课程资源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资源，

可以直接挖掘利用；一类是无形资源，需要在劳动教育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加工，

以促进学生的多元发展。

（二）劳动项目开发论证，做到有理有据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到位，落实工作部署才能自觉而有力。显然，

我们已普遍认识劳动项目的综合实施的意义。由此，我们对劳动项目中的结构设

计、组织方式、课程内容、实施场域进行论证，以便后续的规划设计、分类实施、

多维评价和全面支持。

二、开发策略

（一）从真实问题出发，避免“形式化”

1.寻找驱动问题，激发持续探究

通过真实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既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也能指引

学生持续思考和明确探究的方向。无论是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还是服务性劳

动，要想让学生进行持续地、自主地参与其中，找到“驱动问题”是关键。

（二）融合项目场景，避免“浅表化”

1.分析学科关联，指向综合学习

劳动教育若以单一学科传授，是无法达成育人目标的。基于项目的劳动实践

离不开学科知识，甚至依赖于项目相关知识的综合学习，用以深层次的理解和迁

移、应用。劳动教育的教材不仅存在于劳动课本中，其它学科也蕴含有丰富的劳

动教育素材，只要我们善于发现，把劳动教育放在心上，就能结合相应的教育资

源寻觅到良好的教育契机。以“赏花节布置”劳动项目为例，可能调用的学科知

识和需要学科素养如下

2.开展特色活动，丰富实践形式

学校举行的多彩活动，为学生创造劳动机会。如“孝心好少年”、“亲子嘉

年华”、“蔬菜采摘节”、“义卖捐赠”、“博物馆讲解员”、“劳动周”等，



通过活动将课程延伸到课外、家庭和社会，形成了教育合力。

三、项目实施

搭好项目框架，避免“结果论”

在劳动项目中以劳动成果来评估劳动意义当然有必要，但如果忽视“过程”，

那么劳动素养的形成、劳动习惯的培养就可能会成为空话。我们利用项目框架，

向学生提供各种学习支架，向教师展示教学流程，统筹劳动项目的时空分配，在

扎实的劳动过程后收获“做”与“学”的劳动成果。

1.做好项目规划，呈现教育全景

在以往的劳动教育中，教师对劳动的全景缺乏了解，学生对劳动教育内容也

比较陌生。教师只是被动地“按教材教”，学生只是接受教师安排的任务，既不

知道为何这样做，也不知道要做成什么样，只在体验“此时此刻”的劳动。当我

们引入劳动项目手册，教师和学生清楚地知道一个项目的由来、过程和最终的成

果。“风信子培植”项目中，在项目指导手册首页中就有项目课程规划。

在“风信子培植”劳动项目中，通过项目课程规划，引导教师和学生经历以

下教育活动：一是课程的内容具体有哪些；二是具体到哪些年级来上这些内容；

三是课程预期达到什么目标，教师可以有的放矢；四是由哪些学科、哪些教师来

实施这个项目；五是学生知道自己该如何准备材料、工具。

2.项目任务单，记录活动全过程

除了项目全景规划外，在项目过程中，会向学生提供“任务单”，把活动内

容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学生在任务单中可以进行记录、修改、调整、总结，使

活动过程可视化。

四、项目评价

1.展示成果，体验活动价值

劳动成果既能为学生参与劳动教育提供支撑依据，也能证明学生在劳动项目

中所获得的能力与品质。劳动成果与项目目标一致。一般来说，劳动成果是学生

在经历劳动项目过程中，真实的问题解决方案、作品、产品、报告等。多种形式

成果展示促进教育深化。如学生劳动的视频、劳动后收获的图片，劳动前后对比

图，自己制作的手工艺作品、厨艺展示的成品等。成果展示能获得成就感和满足

感，产生积极的劳动体验。同时教师还能够引导学生珍惜劳动成果，树立劳动荣

誉感；同伴间的行为会相互影响，产生榜样的力量。

2.反思评价，构建劳动意义



设计覆盖全程的劳动项目评价量规，对项目活动中的知识学习、计划制订，

项目实践中的劳动习惯、劳动意识、工具使用、材料选择、合作探究、学以致用、

安全防护，项目成果中的作品表达、活动反思等进行自评和他评。对积极行为进

行肯定，对消极行为进行纠正。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劳动精神、劳动观念、劳动习

惯的生成。

五、实施保障

（一）宣传平台

1. 成立学校宣传中心（劳动类),负责学校劳动教育相关的活动、教学的记

录（视频、图文）

2. 课程项目开发讨论会、省市级经验交流，宣传推广

（二）研究平台

市级重点课题：《城区小学劳动教育 STEM+课程建设研究》

省级普教课题：《STEAM 理念融入小学项目式劳动任务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三）资源平台

1.新型农耕种植平台

学校共计投入 40 余万元建成了 10000 孔水培管道，四层楼墙体槽式培植滴

灌区，580 余个荷花种植缸，两块育苗楼道育苗基地，10 个主题种植区。

2.综合劳动教室平台

为全面开展学生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学校加强了劳动专用教室

的建设，目前已建成水培教室、生活小窍门教室、生态水培园。

3.创新劳动基地平台

以新型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勇于探索、乐于创新的品格和能力。目前已建成陶

艺教室、创客教室、科学实验室、电脑微机房、多媒体直录播中心。

4.拓展校外实践平台

城东小学与宋代石刻博物馆达成馆校合作协议，建设了博物馆学校；开辟了

龙湖校外土培劳动实训基地 10 余亩；进行家校合作，建设线上线下“生活劳动

星”日常生活劳动展示平台；与“万福超市”合作建立了职业体验中心。

(四）课程审议

1、建立分工明确的教研课题组、项目课程开发组、课程管理组团队。

2、设立层层递进的课程审议制度，及时总结反思，促进项目课程优化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