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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课桌椅维修

1

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劳动

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其目的是全面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

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纲要》针对不同学段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小学中高年级“以校园劳动和家庭劳动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

体会劳动光荣，尊重普通劳动者，初步养成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态度”。

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6：工业生产劳动。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

能够对课桌椅出现的一些常见损坏进行维修。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要知

道生活中的物品在使用中会出现损坏，需要进行定期的维护；在劳动能力方面，能

根据课桌椅损坏的情况和程度设计合适的维修方案，并选择与使用合适的劳动工具、

材料进行课桌椅的维修；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能主动承担集体劳动，为集体出

力，并爱护班级公共物品；在劳动精神方面，通过课桌椅的维修建立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的意识。

1.行为目标：能够对课桌椅出现的一些常见损坏进行维修。

2.认知目标：了解课桌椅的组成结构，并熟悉维修课桌椅的一些基本方法。体验劳

动的乐趣，培养克服困难的意志和信心。

1.重点：掌握一些常见维修工具的使用方法。

课程背景

教学背景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第一课 课桌椅维修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指导手册●教师用书 六年级上册

2

2.难点：对课桌椅出现的不同情况的损坏设计不同的维修方案并进行维修。

1.课时：1～2课时

2.场地：劳动实践活动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有损坏的几张课桌、有损坏的几把椅子、钳子、锤子、螺丝

钉、铁钉、白乳胶、黏合剂、滑石粉、砂纸、油漆、木料等。

（2）学生准备：课桌椅问题记录卡、笔。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让学生默读书上 P1“劳动最光荣”版块下的小故事。

2.教师对小故事中的内容进行总结：同学们，很多生活物品在使用中会出现损

坏，需要进行定期维护或维修，比如我们在学校天天要使用的课桌椅。

3.请几位学生把课前收集的课桌椅的常见损坏在全班进行分享。

4.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我们的课桌椅使用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螺丝松动、

榫头松动、榫头断裂、横木条断裂、裂缝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我们的正常使

用，因此我们需要对课桌椅进行定期维护，同时也希望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爱

护我们的课桌椅，减少损坏。

设计意图：针对课桌椅不同的损坏情况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激发本年龄段学生积

极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同学们，前面我们已经发现了课桌椅存在的一些问题，你们对于这些

教学准备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思考解决方案

教学过程

劳动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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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2.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进行交流讨论，然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在全班分享本组的

讨论结果。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并引导学生将交流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1）若是榫头松动，

我们可以在松动的榫头附近，用螺丝钉钉紧铁角码以固定松动的榫头；（2）若是榫

头断裂，则需要用铁角码固定断裂的榫头；（3）若是桌面、凳面出现了裂缝，则需

要选用合适的木条涂上黏合剂把裂缝塞住，再用滑石粉和黏合剂的混合物填补。下

面我们就用这些方法一起来维修这些损坏的课桌椅吧！

设计意图：学生在劳动实践活动室里亲身体验维修课桌椅，参与集体劳动，培养集

体荣誉感。

教学步骤：

1. 教师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损坏的课桌椅，根据课桌椅的数量将学生进行分组，给每

组一张损坏的课桌或一把损坏的椅子。

2. 每组学生根据自己小组分到的课桌或椅子的损坏情况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材料并进

行维修。

3.教师边巡视边随机拍照，并适时指导一些劳动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学生的劳动自豪

感。

教学步骤：每组派一名代表拿上本小组修好的课桌或椅子上台展示，并给全班同学

介绍他们是怎么维修的。教师多赞美，多鼓励。教师引导学生将本组修好的课桌或

椅子拍照，可以用打印照片的方式展示出他们的劳动成果。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技能，

是否增强了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活动 2 维修课桌椅

活动 3 成果展示

活动 4 点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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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我们本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认为自己在本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

根据实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 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了解课桌椅的结构；

②熟悉维护课桌椅的方法；

③操作熟练。

3. 让学生自己评价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

秀，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修理课桌椅的过程中，我们在哪些方面

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作总结：我们可以在劳动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方面，针对课

桌椅的不同损坏情况制订不同的修理方案方面……进行提升。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回顾整个劳动过程中自己的收获和感悟，体验劳动带来的成就

感，并反思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互相交流并掌握日常生活中劳动的技能、技巧，

提高表达和交流能力。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你在维修课桌椅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当时的你是怎么去解决

的呢？

2.按照活动 1的分组情况，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交流，每组选取一名学生起来给全

班同学分享本组的交流结果。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活动 5 想一想

活动 6 收获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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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予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

结果。如：在进行维修课桌椅时，选择合适的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大大提高课

桌椅的耐用性和美观程度……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活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我们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劳动效率，增进我们的劳动技能，这样才能

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课桌椅一些常见问题的正确维修方法，提

高学生的劳动能力。

教学步骤：

1.教师可将劳动小帮手中课桌椅各种常见问题的维修方法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本节课的劳动技能要点。在回顾

的同时，教师适时提醒一些在劳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一些材料的安全

使用方法等。

3.教师通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作爱护公物的一些宣传：学校是一个大家庭，学校里

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公物。爱护公物要从每天的日常生活做起，从小事做起。同学们

每天都接触的课桌椅就是公物，我们要养成爱护课桌椅的好习惯，不在桌面上乱写

乱画。

人高桌矮易近视驼背

学生每天要在课桌椅前学习至少六七个小时，长时间使用与自己身高、体型不

匹配的课桌椅，将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关键期，用眼距离过近，容易导致视力下降；长时间使

用与自己身高、体型不匹配的课桌椅，可能造成疲劳、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肌劳损、驼背、发育性侧弯等问题；还会令心肺功能减弱、肺活量下降；学生使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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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舒服的课桌椅，只能通过不断变换姿势减轻不适，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效率

会受影响。

合适的课桌椅高度应能使人坐下时，保持两个基本垂直：一是双脚平放在地面

时，大腿与小腿基本垂直；二是手臂自然放在桌面上时，上臂与小臂基本垂直。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学会使用常见的维修劳

动工具，并能根据课桌椅

的损坏情况制订合理的

维修方案，选择合适的工

具和材料进行维修

认 识 维 修 工

具，并学会正

确的使用方法

能正确的使用维修

工具，并能根据课桌

椅不同的损坏情况

制订合理的维修方

案

能熟练地使用维修工具，

能对损坏的课桌椅进行

自主维修

通过日常简单的劳动锻

炼，养成细致耐心、热爱

劳动的好习惯，明白劳动

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能够积极地参

与集体劳动

积极参与集体劳动，

并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有良好的劳动习

惯，明白劳动是生活中最

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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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9：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

让学生能够设计并制作黑板报。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通过制作黑板报，

知道集体劳动人人有责、劳动能美化环境；在劳动能力方面，能根据主题设计出黑

板报的刊头、版式、标题和内容，并选择和使用合适的劳动工具、材料制作黑板报；

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能够发扬主人翁精神，乐于合作、分享，尊重他人的劳动，

自觉发现并赞扬同伴在劳动中的长处，珍惜自己和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劳动精神方

面，能培养集体荣誉感，体会劳动的快乐。

1.行为目标：能学会简单的版面设计，并能根据主题进行黑板报的设计与制作。

2.认知目标：使学生了解黑板报设计的技巧及版面设计的步骤，培养学生的个人审

美，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

1.重点：掌握制作黑板报的步骤。

2.难点：能根据主题进行黑板报的设计与制作。

1.课时：1～2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几张不同主题的黑板报图片、小黑板、彩色粉笔、黑板刷。

（2）学生准备：彩色粉笔、直尺、三角板、圆规、黑板刷、白纸、笔。

教学背景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第二课 黑板报超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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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让学生默读书上“劳动最光荣”版块下的小故事。

2.教师对小故事中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引入本课的劳动主题：同学们，黑板报是班级

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制作黑板报不仅可以激发我们的创

造能力和想象力，还可以提升我们的策划能力。你制作过黑板报吗？你能给我们分

享一下制作黑板报的心得体会吗？

3.教师请几位制作过黑板报的同学起来在全班进行分享，并给予适当的鼓励。

4.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好，虽然制作一幅黑板报非常辛苦，

但是通过制作黑板报不仅可以让我们明白团结协作的重要性，还可以增强我们沟通

交流的能力，拓展一些课外的知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去制作一幅漂亮

的黑板报吧。

设计意图：通过欣赏不同主题的黑板报，让学生对黑板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激发

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下面请同学们欣赏这几幅黑板报的图片，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各自的优点是什么，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2.教师用 PPT 展示提前准备好的黑板报图片。

3.教师请几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思考的结果。

4.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这几幅黑板报的构成要素相同，都包含醒目的大字标

题、一栏一栏的版块、围绕主题的内容、和主题相关的小图案等。我们可以根据不

同的主题设计不同的版面和内容。（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发言，归纳每幅黑板报的优

点，可以在总结后建议学生在后面设计和制作黑板报的时候灵活将这些优点运用进

教学过程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1 欣赏黑板报



第二课 黑板报超级妙

9

去）通过同学们的发言，我们已经对黑板报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教师节马

上要到了，请同学们以教师节为主题制作一幅黑板报吧！

设计意图：通过分组设计与准备，学生可以明白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并能积极参与

集体劳动，培养集体荣誉感，激发劳动创意。

教学步骤：

1.教师过渡：在具体操作前，我们要先对黑板报进行设计。

2.教师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确定一名组长，由组长组织本组开展设计讨论。学生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白纸，在白纸上画出本小组经过讨论后确定的黑板报版面和内容

的设计图，并根据本组对黑板报的设计图确定所需的工具和材料，以及对本组各名

成员进行分工，最后由组长对讨论的内容进行最后的汇总。教师在每组进行讨论的

过程中可进行巡视、指导。

3. 教师过渡：为了让我们后面的制作过程开展得更有序，除了前期的准备，我们还

需要对制作步骤进行初步的规划，对在制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进

行初步的预想。

4. 教师根据刚刚的分组情况，引导每组成员针对本小组的黑板报设计图展开对以上

问题的一个讨论，并由每组组长对最后的讨论结果进行记录。教师进行巡视，对有

问题的小组可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设计意图：通过实际的操作，增强学生参加集体劳动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劳动的

意识，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

教学步骤：

1. 按照前面的分组情况，教师将提前准备的小黑板给每组分发一个。根据小组成员

的分工安排，按照前面初步规划的制作步骤进行黑板报的制作。

2.教师边巡视边随机拍照，并适时指导，对使用有些劳动工具有问题的小组，教师

可亲自示范。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学生可以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劳动自

豪感。

活动 2 设计黑板报

活动 3 制作黑板报

活动 4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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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请每组的组长拿上本组制作的黑板报小黑板上台展示，并给全班同学介

绍版面设计和内容安排的优点。教师多赞美，多鼓励。教师引导学生将本组制作的

黑板报进行拍照，用打印照片等方式展示出他们的劳动成果。

设计意图：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学生可以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

技能，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我们本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本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

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 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了解与黑板报有关的知识；

②熟悉常用的黑板报制作方法；

③顺利完成一次黑板报的制作；

④做的黑板报整洁、漂亮。

3. 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制作黑板报的过程中，我们在哪些方面

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结果作总结。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回顾整个任务中自己的收获和感悟，体验劳动带来的成就感，

并反思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互相交流，提高劳动的技能、技巧，以及表达和交

流能力。

活动 5 点赞榜

活动 6 想一想

活动 7 收获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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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你在制作黑板报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当时的你是怎么去解决的

呢？

2.按照活动 2的分组情况，让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在每组中选取一名学生起来给全

班同学分享本组的交流结果。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予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

结果。如：在进行黑板报设计之前可以多搜集一些黑板报模板，方便我们在设计版

式的时候做参考；可以多搜集一些关于本次主题的资料，让我们在确定内容的时候

多一些选择，等等。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活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我们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劳动效率，增进我们的劳动技能，这样才能

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制作黑板报的步骤及注意事项，提高学生

的劳动能力，让学生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制作黑板报的步骤”“制作黑板报的注意事项”制作成 PPT，

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本节课的劳动技能要点。在回顾

的同时，教师适时提醒一些在劳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3.教师总结：黑板报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窗口，是展示班级文化的主要阵地，它不仅

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知识，而且对学生的全面发展都

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办黑板报的心得

上中学以来，我始终负责班里的黑板报。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办黑板报的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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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从一开始的直线画不直、曲线画得像波浪线到现在的挥洒自如，都是一次一次

实战训练的结果。我喜爱画画，喜爱拿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喜爱看

着自己手里的粉笔画出五彩缤纷的。每次办完黑板报，我都特别有成就感，尤其在

办得精彩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强大的骄傲感，会看着黑板欣赏半天。

我觉得办黑板报还锻炼了我的构图能力。以前，我画的画比例总是有问题，尤

其是画大图的时候，画的比例一团糟，特别需要练习。经过办黑板报的多次锻炼，

我的画在比例上不会出现问题了。现在线条的流畅性更是没话说了，画直线、曲线，

都正常了。我还开发了一项写艺术字的特长，我认为我的艺术字不是写出来的，而

是画出来的，打稿不是主要的，使粉笔“九曲回肠”流畅地来回拐才是主要的。还

有我的粉笔字也有进步。以前不要说粉笔字了，就是钢笔字、毛笔字我也写不好，

更不用说手里拿着一支易断的粉笔了，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经过一次次办黑板报

的练习，我现在已经能够流畅地写出有顿挫的粉笔字了。

尽管办黑板报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艰辛，但我对于自己的付出感到非常满意和

骄傲，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让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熟悉办黑板报的步骤，学

会使用劳动工具，并根据

确定的黑板报主题制作

黑板报

了解与黑板报

有关的知识，

熟悉制作黑板

报的步骤

能根据确定的黑板

报主题制订黑板报

计划，并对黑板报的

版面和内容进行初

步的设计

能根据制订的黑板报计

划和人员分工进行黑板

报的制作

通过简单的集体劳动，形

成积极主动参与劳动的

态度，增强公共服务意

识，明白劳动创造美好生

活的道理

能够积极地参

与集体劳动

积极参与集体劳动，

并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有良好的劳动习

惯，明白劳动是生活中最

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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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3：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

学生对自行车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能对自行车的一些常见问题

进行检修和维护。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了解自行车的维修工具，认识工

具为劳动带来的便利；知道使用工具都有一定的规范，养成操作中的安全、规范意

识；在劳动能力方面，了解自行车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联系生活实际设计自行车检

修项目表，会根据设计的检修项目表选择合适的材料，规范使用工具，对自行车进

行养护；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尊重他人的劳动，培养合作精神，养成在劳动中

勤于观察、乐于思考的品质；在劳动精神方面，培养学生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1.行为目标：能设计自行车检修项目表，并按照步骤对自行车进行养护。

2.认知目标：了解自行车的基本部件，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体验劳动的乐趣，培养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

1.重点：掌握自行车的一些常见问题的养护方法。

2.难点：检修自行车，并对检修发现的问题进行维护。

1.课时：1～2课时

2.场地：劳动实践活动室

教学背景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第三课 自行车的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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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自行车、打气筒、棉质毛巾、润滑油、螺丝刀等。

（2）学生准备：打气筒、棉质毛巾、润滑油、劳动记录表、白纸、笔。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请一名学生起来读“劳动最光荣”版块下的小故事，其他学生边听边对故事

后面的问题进行思考：你们家里有自行车吗？你们了解如何养护自行车吗？

2.教师请几名学生起来回答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结果，并请家里面有自行车的同学，

主动分享自己或家人是如何养护自行车的。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自行车是人们绿色出行、锻炼身体的一种极受欢迎的

工具。为保证骑行顺利，经常对自行车进行养护必不可少。在做养护之前先让我们

一起了解一下自行车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吧！

设计意图：通过查阅、搜集有关自行车的资料，让学生对自行车的结构有一个初步

的认识，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用 PPT 展示书上 P15 的自行车图片。

2.教师请几名学生起来分享自己关于自行车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制作的劳动记录表，

并对学生的分享给予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根据刚刚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了解到自行车的主要部

件有车架、鞍座、车闸、车胎、飞轮、前拔链器、后拔链器、链条、后轴、车把、

辐条、前轴、前叉合件、前叉、前轴、轮辋、脚蹬、中轴等，车把的作用是控制方

向的操纵装置，相当于汽车的方向盘；飞轮的作用是……并引导学生填写书上的表

格。

教学过程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1 了解自行车的

构造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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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过渡：我们对自行车的结构部件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就让我们结合自行车

的日常使用情况一起来设计一张检修项目表，并按照检修项目表对自行车进行一次

检修吧！

设计意图：通过分组讨论与设计，让学生明白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勤于观

察、乐于思考的品质。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现在就请同学们根据书上的提示，结合日常使用自行车的情况设想一

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你的养护方法、所需要的材料和工具去设计检修

项目表吧。

2. 教师将学生进行分组，组织小组讨论交流，由一名同学负责记录并进行最后的汇

总。

3. 每组由负责记录的同学把本组的讨论交流结果在全班进行分享，其他同学边听边

思考，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议，同时也可以根据其他组的分享去反思自己小

组的项目检修表并进行调整。教师在每组分享的时候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

4. 教师引导同学将本组的检修项目表填在书上的表格中。

设计意图：通过实际的操作，增强学生参加集体劳动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劳动的

意识，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有了前面的准备，就请同学们按照本组设计的检修项目表养护自行车

吧！

2. 按照前面的分组情况，教师将提前准备的自行车给每组分发一辆，小组成员自己

进行合理的分工，按照本组设计的检修项目表进行自行车的养护。

3.教师边巡视边指导，对使用有些劳动工具有问题的小组，教师可亲自示范，如有

必要，也可以在全班作统一讲解。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学生可以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劳动自

活动 2 设计检修项目表

活动 3 养护自行车

活动 4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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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感。

教学步骤：请每组选出一名代表上台分享本组养护自行车的过程。教师多赞美，多

鼓励，并引导学生将本组的劳动过程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学生可以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

技能，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本次劳动不仅让我们对自行车的结构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让我们

学会了怎么去养护自行车。你在本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给自己点

赞吧。

2. 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对自行车的认识全面；

②熟悉自行车养护方法；

③操作熟练；

④及时解决问题。

3. 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自行车的养护过程中，我们在哪些方面

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作总结。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回顾整个任务中自己的收获和感悟，体验劳动带来的成就感，

并反思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互相交流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的技能、技巧，提高表

活动 5 点赞榜

活动 6 想一想

活动 7 收获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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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和交流能力。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你在养护自行车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当时，你是怎么去解

决的呢？

2.按照活动 2的分组情况，让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在每组中选取一名学生起来给全

班同学分享本组的交流结果。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予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

结果。如：在进行自行车的养护之前，我们可以多搜集一些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

让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更游刃有余。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

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劳动效率，增进我们的劳动技能，这样才能让我

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自行车常见问题的修理方法及清洗和养护

自行车的注意事项，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让学生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常见故障修理”“清洗自行车注意事项”“养护注意事项”制

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本节课的劳动技能要点。在回顾

的同时，教师可以将注意事项中学生容易遗漏的地方进行着重强调。

3.教师总结：同学们，你们家里还有哪些器具需要养护？你可以参考养护自行车的

方法，试着养护这些器具，回家试一试吧。

自行车骑行运动的益处

自行车在我国是一种很普通又十分便利的交通工具，人们在上下班和郊游时都

经常用它。近年来研究的结果表明，骑自行车和跑步、游泳一样，是一种最能改善

心肺功能的耐力性锻炼活动。自行车骑行运动有哪些好处呢？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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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预防大脑老化，提高神经系统的敏捷性。现代运动医学研究结果表明，骑自

行车是异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以开发，防止其

早衰及偏废。

（2）能提高心肺功能，锻炼下肢肌力，增强全身耐力。自行车骑行运动对内脏器官

的耐力锻炼效果与游泳和跑步相同。此项运动不仅使下肢髋、膝、踝 3对关节和 26

对肌肉受益，而且还可以使颈、背、臀、腹、股沟等处的肌肉、关节、韧带也得到

相应的锻炼。

（3）山地车使人的颈椎，腰椎曲度恢复前屈，对有颈椎病或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均有

很好的锻炼和康复效果。骑自行车时，由于周期性的有氧运动，锻炼者可以消耗较

多的热量，从而起到显著的减肥效果。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熟悉自行车的构造，学会

使用劳动工具，并根据确

定的检修项目表进行自

行车的养护

熟悉自行车的

构造和一些劳

动工具的使用

方法

能预设保养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并

制订合理的解决方

案，主动设计检修项

目表

能根据制订的检修项目

表进行自行车的养护

通过简单的集体劳动，培

养合作精神，养成在劳动

中勤于观察、乐于思考的

品质

能够积极地参

与劳动

积极参与劳动，并能

够在劳动过程中尊

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体会到劳动的快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有良好的劳动习

惯，明白劳动是生活中最

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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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3：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

学生可以了解厨房的常用电器和用具，学习厨房用具的使用方法和清洁保养，体会

父母劳动的艰辛。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了解厨房常用器具，掌握基本操

作方法，根据需求选择使用它们的功能，规范、安全地操作；在劳动能力方面，形

成运用现代科技参与日常生活劳动的能力；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养成良好的家

用器具的使用习惯，培养耐心、细心，在劳动中勤于观察、乐于思考的劳动品质；

在劳动精神方面，感受家用器具对提高家务劳动的效率、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

1.行为目标：根据需求选择使用厨房常用器具的功能，能规范、安全地进行操作，

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2.认知目标：了解厨房常用器具的使用方法，激发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养成乐于动

手、主动做家务的好习惯，感受父母劳动的艰辛，增强家庭责任感。

1.重点：了解厨房常用器具的使用方法。

2.难点：能根据需求，规范、安全地使用厨房器具。

1.课时：2 课时

2.场地：教室

教学背景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第四课 我家的厨房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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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

（2）学生准备：劳动记录表、笔。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让学生默读书上“劳动最光荣”版块下的小故事。

2.教师过渡：同学们，在故事的最后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你了解厨房电器的使

用方法吗？”“你知道如何用这些电器为家人做美味的饭菜或点心吗？”，请同学们

思考一下。

3.教师请几位同学起来把自己了解的给全班同学分享一下。

4.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通过刚刚同学们的分享可以看出，我们班的很多同

学在家都是爸爸妈妈的小帮手，没少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对于家里的厨房，还有

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我家的厨房去看一看。

设计意图：加强学生对厨房用具的了解，激发本年龄段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劳动的兴

趣。

教学步骤：

1.教师用 PPT 展示提前搜集的一些厨房的图片，并让学生观察，在展示的图片中能

找到哪些厨房用具。

2.PPT 播放完后，给学生 3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学生对刚才提出的

问题进行回答。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在刚刚展示的厨房中，有高压锅、灶具、电饭锅、炒锅、

砂锅、平底锅、抽油烟机、净水器、砧板，刀具……厨房用具真不少，你家里有哪

些厨房用具呢？你知道它们各有什么用途吗？

教学过程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了解厨房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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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

5.教师总结：通过刚刚同学们的分享，我们知道了高压锅可以用来炖、煮一些短时

间内不容易煮熟的食物，缩短烹煮的时间；平底锅可以用来焙、烘、蒸、烤……引

导学生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灶具的分类，并掌握常用灶具的使用方法，提升学生主动参

与家务劳动的积极性。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之前同学们都提到了厨房里必不可少的一样厨房用具——灶具，你知

道灶具有哪些种类吗？

2. 教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提示：可以按使用燃气的种类分；按材质分；按灶眼

数量分，引导学生从这几个方面去思考。

3. 每组选取一名代表起来分享本组的讨论结果。

4. 教师可以提前准备不同种类的灶具的图片，通过 PPT 展示让学生对不同灶具有一

个更直观的认识和了解。同时，教师总结：按使用燃气的种类分，有天燃气灶、人

工煤气灶、液化石油气灶等；按材质分，有不锈钢灶、铸铁灶、搪瓷灶等；按灶眼

数量分，有单眼灶、双眼灶、多眼灶。

5. 教师提问：灶具有这么多种类，你知道它们的使用方法吗？教师引导学生分小组

进行讨论。

6. 每组选取一名代表起来分享，教师作适当的补充。

7. 教师把一些灶具使用的安全注意事项制作成 PPT，进行展示，最后强调：不同的

灶具使用方法不一样，但不管使用哪种灶具，同学们务必在使用的时候注意安全。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锅具的种类及使用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除了灶具，锅具也是我们厨房的必备厨房用具，无论你是煮饭、炒菜

还是煲汤都离不开它。不同的锅具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你知道哪些锅具呢？我

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按照活动 2的分组情况，教师引导学生就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活动 2 灶具的使用

活动 3 锅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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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组请一个代表将本组的讨论结果在全班进行分享。

4.教师总结：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锅具的种类越来越多。如：

砂锅、铁锅、铝锅、不锈钢锅、不粘锅、平底锅，等等。铁锅是我们最常用的锅具，

主要用于炒菜，炒菜时铁锅中的铁元素会渗入到食物中去，对健康有益，但是铁锅

容易生锈，不宜盛食物过夜，用铁锅盛油，油也容易氧化变质……引导学生记录下

来。（教师在总结的时候可以用 PPT 展示这些锅具的图片，让学生对不同种类的锅具

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常用厨房电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电饭锅，我相信同学们对它并不陌生。它是我们做饭的好帮手，也是

我们常用的厨房电器之一。你还知道哪些厨房电器呢？

2. 按照活动 2的分组情况，教师引导学生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3. 每组请一个代表将本组的讨论结果在全班进行分享。如：我知道的厨房电器有电

饭煲、电压力锅、电磁炉、豆浆机、榨汁机、微波炉、烤箱等。

4. 教师提问：同学们知道的厨房电器真不少，那在这些厨房电器中，你们会使用哪

些呢？

5. 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进行回答，并总结。在学生回答的时候，教师可适当进行

补充，并提醒使用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设计意图：通过实际的操作，增强学生参加劳动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劳动的意识，

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通过展示劳动成果，学生可以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

激发劳动自豪感。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听了同学们的分享，我们对厨房电器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是不

是还有很多厨房电器没有使用过？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请大家拿出上节课发的劳动

记录表。

2. 教师用 PPT 展示上次课后布置的作业：请同学们回家后观察一下自己家里有哪些

厨房电器，选择其中一种，试着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活动 4 厨房电器的使用

活动 5 动手做一做、成果展示



第四课 我家的厨房用具

23

3. 教师请几位同学起来分享使用厨房电器的过程。教师多鼓励，进行适当的补充，

并引导学生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学生可以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

技能，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我们本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本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

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 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认识各类厨房电器；

②熟悉各类厨房电器的使用方法；

③操作熟练；

④及时解决问题。

3. 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使用厨房电器的过程中，我们在哪些方

面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作总结：我们可以在使用厨房电器前多了解一些安全使用厨

房电器的小常识；新买回来的厨房电器要先看使用说明。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回顾劳动中自己的收获和感悟，并反思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互相交流厨房电器的使用方法，提高表达和交流能力。

活动 6 点赞榜

活动 7 想一想

活动 8 收获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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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你在使用厨房电器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当时的你是怎么去

解决的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予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

结果。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

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了解常用的厨房器具和厨房安全小常识，让学

生养成细心、乐于思考的劳动品质，提高家务劳动的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厨房的区域划分”“燃气灶具的分类”“锅具的分类”“厨房安

全小常识”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本节课的劳动技能要点。

清洗锅具小妙招

清洗锅具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因为如果不及时清洗，会将烹饪的美味食材

变得不卫生，甚至对健康有害。锅具经常使用后留下的油污、杂质和食物残渣都会

附着在锅内，因此应该及时进行清洗，但清洗锅具往往是一项繁琐的工作，特别是

对于油垢和附着物比较顽固的锅具来说。下面是几个清洗锅具的小妙招，让您轻松

处理这些顽固的污垢。

1.使用醋和碱性的清洁剂清洗铸铁锅具

铸铁锅具常常被用来制作菜肴，但它们很难清洗，因为烹饪期间这些锅具会产

生油脂残留物，而且铸铁锅具表面的锈迹也会增加清洗难度。首先，用刷子和温水

先清洗一遍铸铁锅具，然后倒入两杯醋到锅中，并加入适量的水。将锅放在火上加

热，然后用一些由洗洁精和碱性的清洁剂制成的浆糊膏覆盖整个锅。等待 30 分钟之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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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次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2.使用碳酸氢钠清洗非粘锅具

非粘锅具的优点在于不用太多油，但是如果没有及时清洗，食物会在其表面烘

烤，从而附着在锅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碳酸氢钠清洗非粘锅具，因为它是

一种成本低廉、容易获得的清洁剂。首先，将一部分碳酸氢钠放入锅中，然后再加

入适量的温水，浸泡约 30 分钟。在此过程中，碳酸氢钠会起到柔化附着物的作用，

有助于轻松地刮掉顽固的沉积物。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3.使用盐和柠檬清洗锅具

盐是另一种很好的清洗锅具的天然清洁剂，而且可以不使用钢丝球等清洁工具，

从而减少其对锅产生刮痕影响。先在锅内放入足量的盐，然后挤一些柠檬汁，搅拌

片刻后静置约 10 分钟，最后用热水冲洗干净，再用干抹布轻轻擦干即可。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认识各类厨房用具，并能

使用一些常见的灶具、锅

具和简单的家用厨房电

器

认识各类厨房

用具

认识各类厨房用具，

并能根据不同的分

类方法将其分类，了

解不同种类的灶具

的使用方法

能使用常见的灶具、锅具

和简单的家用厨房电器

通过日常简单的家务劳

动，养成耐心、细心的劳

动品质，明白劳动创造美

好生活的道理

能够积极地参

与家务劳动

积极参与家务劳动，

感受父母劳动的艰

辛，并能够在劳动过

程中体会到劳动的

快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有良好的劳动习

惯，明白劳动是生活中最

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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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9：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

学生可以全面了解吸烟的危害并能积极参与控烟服务宣传活动。本课要求学生在劳

动观念方面，了解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并能积极参与控烟活动；在劳动能力方面，

会根据活动主题制订活动计划，主动学习服务技能，优化活动方案；在劳动习惯和

品质方面，能在服务性劳动过程中形成发现问题、关注他人需要的意识和能力，增

强公共服务意识，初步形成社会责任感；在劳动精神方面，弘扬开拓创新、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精神。

1.行为目标：能自主组建活动小组，制订活动计划。

2.认知目标：使学生了解吸烟的危害及调查活动开展的流程。

1.重点：全面了解吸烟的危害。

2.难点：能组织策划活动。

1.课时：2 课时

2.场地：教室

第五课 创造无烟空间

教学背景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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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

（2）学生准备：劳动调查记录表、笔、白纸。

第 1 课时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让学生默读书上“劳动最光荣”版块下小故事的 1～4自然段，剩下由全班同学齐

读。

2.教师提问：同学们，读了第 5自然段，你们有何感想呢？

3.教师随机抽取几位同学，请他们在全班进行分享。

4.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抽烟可以诱发很多疾病，危害我们的健康，减少我们

的寿命，让我们行动起来，争做“控烟大使”，共创无烟空间吧！

设计意图：通过调查，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吸烟和吸“二手烟”的看法，确定服务

的内容。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为了确定我们的服务内容，上次课后，我们发了劳动调查记录表，针

对吸烟和吸“二手烟”做了一些调查，请同学们现在拿出我们的劳动调查记录表。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在全班进行分享。如：我调查

的对象中大部分人都知道吸烟和吸“二手烟”的危害；在博物馆、餐馆等地方吸烟

的人相对较少，且吸烟的人都会选择去固定的吸烟区；在车站、茶楼等地方吸烟的

人相对较多，且吸烟的人有时会随地乱扔烟头……

教学过程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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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大家去了不同的地方，调查了不同的对象，发现虽然

大部分人对吸烟和吸“二手烟”的危害都了解，但是意识远远不够，特别是吸烟者。

我们还需要加强“控烟”宣传，让更多的人加入“创造无烟空间”的行列。

设计意图：确定服务场所，组建活动小组，制订活动计划，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初

步形成社会责任感。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有了前面的调查，让我们对“控烟”宣传志愿者的职责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更加坚定了“控烟”的必要性。请同学们先自己确定你的服务场所，相同的

服务场所的同学为一个活动小组，再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确定服务内容。

2. 每组请一个代表给全班同学分享本组的服务内容。

3. 根据确定的活动小组，每组选出一名组长，由组长组织本组依据确定的服务内容

讨论制订活动计划，并由每组的组长把本组的讨论结果记录下来。

4. 教师在每组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可进行巡视、指导。

设计意图：通过学习服务技能，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为后面活动的实施做准备。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开展“创造无烟空间”活动，需要了解很多知识和方法，当好“控烟

大使”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呢？

2. 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将自己提前查阅到的资料在全班进行分享。如：

我们应该具备较好的绘画能力，才能画好宣传手册。

3. 教师提问：同学们分享得很全面，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不同的活动小组，那你知

道自己所在的活动小组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吗？反思自己是否具备这些技能，如果没

有，你有什么改进措施呢？

4. 按照活动 2的分组情况，请每组选出一名代表发言。教师在学生发言时可适当补

充。

5. 教师总结：现在每个活动小组对自己小组存在的问题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

活动 2 组建服务团队、

制订活动计划

活动 3 学习服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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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请同学们在课后按照每组制订的活动计划开展我们的活动吧！

第 2 课时

设计意图：通过参与活动，学生可以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激发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同学们，你们的活动开展得怎么样呢？你们在活动中，具体做了些什

么呢？

2. 每个活动小组请一个代表起来发言。如知识宣传组：我们发放了传单，制作了展

板；标识设置组：我们设计并制作了控烟标识。

3. 教师总结：通过刚刚同学们的发言，我们知道每一个小组都在积极地为宣传吸烟

的危害行动着，那么你们在宣传的过程中还遇到了哪些问题呢？你们制订的活动方

案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如果有，应该怎么去改进呢？

4.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起来发言。如：在我们劝阻别人吸烟时，吸烟者不以为然，

我觉得在我们进行活动前应该多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让相关人员加入我们的宣传

队伍；路人接到我们发放的传单后都没看上面的内容就随手扔在垃圾桶里，我觉得

在我们发放传单的时候可以讲解传单上的宣传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发放；我

们设置的控烟标识不一会儿就被人拿走了……

5.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反思我们的活动过程，是优化我们方案最有效的方法。听

了刚刚同学们的分享，相信大家还有更多的活动优化方案，请同学们在自己的活动

小组进行讨论交流，并把你们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学生可以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劳动自

豪感。

教学步骤：请每组的组长上台给全班同学分享本组“创造无烟空间”活动的过程。

教师多赞美，多鼓励，并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活动过程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学生可以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

活动 4 活动实施

活动 5 成果展示

活动 6 点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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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我们本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本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

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 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了解活动开展流程；

②对烟草的危害认识全面；

③及时解决问题。

3. 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创造无烟空间”的活动中，我们在哪

些方面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结果作总结。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回顾整个任务中自己的收获和感悟，体验劳动带来的成就感，

并反思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互相交流，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技巧，以及表达

和交流能力。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之前，同学们已经把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给大家分享了，除了这些，对

于本次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2. 教师给予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

活动 7 想一想

活动 8 收获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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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对于宣传吸烟的危害我们储备的技能太少了，还需要加强自身技能的学

习……

3. 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

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吸烟的危害，加强“控烟”意识的宣传。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中吸烟的危害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加强对“控烟”必要性的宣传。

世界无烟日

5月 31 日是世界无烟日。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证

实，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香烟危害人类健康的重

视，世界卫生组织于 1987 年 11 月建议将每年的 4月 7日定为世界无烟日，并于 1988

年开始执行。1989 年起，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 5月 31 日。

戒烟小妙招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人抽烟，可以把下面的这些戒烟小妙招告诉他。

1.靠自己戒烟，通过对健康的认识自觉戒掉；

2.如果通过戒烟门诊医生的评估，属于轻中度尼古丁依赖者，可以不依靠戒烟药物

戒烟，但是一定要有计划，比如改变平时吸烟习惯，不管是早晨起来一支烟，还是

饭后一支烟，都是影响戒烟成功的关键因素；

3. 戒烟以后尽量少参加有烟民参加的聚会、酒会和室外烧烤，减少吸烟欲望；

4.药物戒烟方法较多，目前更多的是尼古丁替代方法，通过补充单纯的尼古丁能减

缓尼古丁的戒断症状，但是这些药物的使用，需要在戒烟门诊医生指导下或戒烟护

士电话指导下完成。要坚持服药，一般将戒烟药物的服用时间定为三个月，如果三

个月以后真正戒掉烟草，就算第一次戒烟成功；

5.在戒烟期间，可以买点瓜子等小零食，想抽烟的时候赶紧用瓜子等小零食来代替;

也可以多运动，当运动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把吸烟这件事就忘记了。能够坚持 21 天

就成功了一大半。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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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了解吸烟和吸“二手烟”

的危害，熟悉组织活动的

步骤，并能按照活动计划

开展活动

全面了解吸烟

和吸“二手烟”

的危害，熟悉

组织活动的步

骤

能根据活动的主题，

确定服务的内容，制

订合理的服务计划

能根据制订的活动计划

组织开展活动，并根据活

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优

化活动方案

通过简单的公益劳动，形

成积极主动参与劳动的

态度，增强公共服务意

识，初步形成社会责任感

能够积极地参

与公益劳动

积极参与公益劳动，

并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有良好的劳动习

惯，形成发现问题、关注

他人需要的意识和能力，

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初步

形成社会责任感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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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5：传统工艺制作。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了

解常见的绳结，并掌握打坐膝悬垂节的方法。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初步

形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感受传统工艺劳动的智慧；在劳动能力方面，

能掌握正确的编绳结的方法，快速、高效地完成劳动任务；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

培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工艺的意识，培养学生乐观、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在劳动

精神方面，培养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1.行为目标：掌握坐膝悬垂结的结构特点和编织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2.认知目标：对绳结的文化内涵有一定的认识，培养安全自救意识，培养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工艺的意识，感受工匠精神。

1.重点：掌握各种常见绳结的特点和编织方法。

2.难点：能编织出坐膝悬垂结。

1.课时：1～2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不同材质的绳子、打坐膝悬垂结需要的绳子、剪刀。

（2）学生准备：劳动采访记录本、打坐膝悬垂结需要的绳子、小剪刀。

教学重难点

第六课 实用绳结我会打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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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学生默读书上“劳动最光荣”版块的内容。

2.教师提问：同学们，我们读完后了解到了什么呢？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给全班同学分享。如：我们

了解到了绳结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除了有绑缚功能外，还有记事的

功能……

4.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好，绳结在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没有工具和

机械的时代，人们用手把树皮和草揉在一起做成绳子，应用在生活中。不仅如此，

绳子还发挥着记录数字、标记等作用，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绳结记事”。现在，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打绳结已经成为了一项非常实用的劳动和救援技能。今天就让我

们一起来了解绳子在生活中的用处，并学习简单的打绳结的方法吧！

设计意图：通过认识生活中一些常见的绳子，了解它们的用途，激发学生参与劳动

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书中 P37 图片的四种绳子向同学们展示，并提问：绳子的

种类很多，你认识我手中的这些绳子吗？它们各有什么用途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起来分享。

3.教师总结：我手里的这四种绳子依次为毛线绳、麻绳、尼龙绳、彩带绳。毛线绳

主要是用来织毛衣、毛裤等；麻绳主要用来捆绑物品、作牵引绳等；尼龙绳主要用

来户外打捆及绑扎货物；彩带绳可以用来包扎礼品盒或是作装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绳子，同学们可以课后再去找一找。当人们在用这些绳子时，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填一填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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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需要打出简单的绳结，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能发现各式各样

的绳结。

设计意图：通过本次活动，加深学生对绳结的认识，让学生感受传统工艺劳动的智

慧。

教学步骤：

1.教师将书上的四幅图制作成 PPT 展示给学生。

2.教师提问：我们礼品盒上的蝴蝶结，绑扎粽子的棉绳结，水果网兜，中式服装上

的盘扣都用到了绳结。绳结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请同学们想一想,你还在哪些

地方见过绳结呢？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回答。

4.教师总结并引导学生记录下来：大家都说得很好，戴红领巾，我们要打结，爸爸

穿正装上班会打领带……你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绳结广泛的应用于我们日

常生活中，戴红领巾、系鞋带、捆绑物品等我们都要用到绳结。

设计意图：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勤于观察、乐于思考的品质，增强学生参与劳

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不同的绳结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它们不仅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还能创造不一样的美。你知道有哪些打绳结的方式？

2.教师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分组讨论交流。

3.每组请一名同学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本组的讨论结果。

4.教师总结：我们常见的打结方式有单结、蝴蝶结、“8”字结等。其中单结是最容

易打的，可以有效防止拉握绳子时绳子滑脱；蝴蝶结可以起到美化、装饰的作用；“8”

字结具备耐力强、牢固等优点，经常被登山人士作为救命绳结使用。

设计意图：通过实际的操作，培养学生主动劳动的意识，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前面对绳结的认识，让我们知道绳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会一

些特殊的打绳结的方法，不但能够增强我们的劳动技能，还能让我们多一种自救的

活动 2 绳结大搜索

活动 3 说一说

活动 4 打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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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被困建筑高层的人们可以利用“8”字环和“D”形钩通

过滑绳进行自救，这时系在腰部的绳子就要打坐膝悬垂结。同学们在课前已经查阅

了资料或请教长辈关于打坐膝悬垂结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下面请几名同学起来分享

一下。

2. 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课前搜集到的打坐膝悬垂结的方法和注意事

项。在学生分享的过程中，教师可适当的补充。

3. 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好，我再把同学们的分享总结一下。选择一根粗细合

适、足够牢固的绳子。两手各拿绳子的一端，从腰后绕到腰前，将两边的绳子在腰

前交叉，左边绳头在上，右边的绳头在下，并交换握住绳头的左右手。将右手……

4. 教师过渡：肯定很多同学想跃跃欲试了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试试打坐膝悬垂

结吧！

5. 按照活动 3的分组情况，依照刚刚我们总结的过程，小组协作打一个坐膝悬垂结。

并把遇到的困难及解决的方法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学生的劳动自豪

感。

教学步骤：请每组选出一名代表上台给全班同学展示本组打的坐膝悬垂结并分享本

组的打结过程。教师多赞美，多鼓励，并引导学生将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技能，

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本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本次的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

实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了解常见绳结的用途；

②掌握一项能自救的绳结打法；

③培养安全自救意识。

4. 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活动 6 点赞榜

活动 5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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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学打坐膝悬垂结的过程中，我们在哪些

方面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结果作总结。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感受传统工艺劳动的智慧和工匠精神。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通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2.教师给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结

果。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

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技能，这样才能让我们不

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打生活中常见绳结的步骤，提高学生的劳

动能力，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打坐膝悬垂结”“打单结”“打蝴蝶结”“打 8字结”制作成 PPT，

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打坐膝悬垂结”的步骤，边回顾本节课的劳

动技能要点。

3.教师边用 PPT 展示“打单结”“打蝴蝶结”“打 8 字结”的步骤，边强调打这三种

结的注意事项，教师也可以根据步骤进行实物演示。

4.教师布置任务：同学们，你学会这三种简单绳结的打法了吗？回家试一试吧！

活动 8 收获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活动 7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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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用绳索结

“渔用绳索结”是舟山海岛居民生产和生活的手工技艺，产生于海岛的特殊环

境和劳动生产条件，常年流行于海岛民间，最多时达上百种之多。“渔用绳索结”分

为渔船生产绳结、渔网绳结和综合绳结三类。渔船生产绳结用于渔船内外生产劳动，

有渔船结、船橹结、兜绳结、船揽结、货运结等。渔网绳结用于编织渔网、组装渔

网、补网等。综合绳结有多种用途，包括生活上应用的绳结。渔用绳索结不仅成为

舟山渔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海岛居民用以娱乐、美化生活的一种形式。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了解常见绳结的用途，并

学会一项能自救的绳结的

打法

了解常见绳

结的用途

初步掌握打坐膝悬

垂结的技能和方法

能够较好地使用劳动工

具，与他人协作打坐膝悬

垂结

通过简单的劳动锻炼，初

步形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意识，感受工匠精

神

能够参与日

常劳动

积极参与日常劳动，

并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初步形成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感受工匠精神

教学加油站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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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4：农业生产劳动。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了

解常见的家禽，以及家禽的生活习性，能正确地喂养家禽。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

念方面，了解常见家禽的饲养方法，了解饲养员的主要工作；在劳动能力方面，能

掌握正确的饲养家禽的方法并进行饲养；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让学生感受持续

性劳动的艰辛和不易，养成持之以恒的劳动品质；在劳动精神方面，具有关心、照

顾身边常见动物的责任心。

1.行为目标：掌握饲养家禽的正确方法并能进行家禽的饲养。

2.认知目标：了解常见的家禽及其生活习性。

1.重点：掌握常见家禽的生活习性。

2.难点：能科学地饲养家禽。

1.课时：2 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

（2）学生准备：劳动记录本、笔。

教学重难点

第七课 我当家禽饲养员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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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时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学生默读书上“劳动最光荣”版块的小故事。

2.教师提问：同学们，阅读完小故事，关于饲养小鸡，你了解到了什么呢？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给全班同学分享。如：饲养

小鸡有学问，一定要科学饲养；饲养小鸡一定要细心和耐心。

4.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好，饲养家禽并非一朝一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需要我们细心地去观察家禽的各种习性，付出更多的耐心。让我们一起走近家禽，

了解家禽，饲养家禽。在饲养的过程中，感知生命的力量，体会成长的快乐。

设计意图：通过认识生活中一些常见的家禽，激发学生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通过 PPT 展示书 P45 页中三张家禽的图片。

2.教师提问：生活中常见的家禽有鸡、鸭、鹅等，你认识这些家禽吗？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回答。

4.教师总结：同学们对我们的家禽还是有所了解，但你们知道吗，不同家禽的生活

习性不同，有的家禽生活在陆地上，不习水性，被称为陆禽；有的家禽生活在水面

上，习水性，被称为水禽。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家禽饲养员，必须了解家禽的生活习

性，掌握基本的家禽饲养方法及注意事项。

设计意图：通过本次活动，加深学生对正确饲养家禽方法的掌握，让学生体会到家

禽饲养员的艰辛与不易。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2 大调查

活动 1 填一填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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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1.教师用 PPT 展示上次劳动课后布置的查阅资料的问题：家禽会生病吗？家禽的粪

便应怎么处理呢？我们常见的家禽分别喜欢吃什么呢？饮水有什么要求？在饲养的

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些什么呢？

2.教师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分小组将自己课前查阅资料了解的情况进行交流

讨论。每组选出一个代表起来分享本组的讨论结果。

3.教师总结：通过同学们的分享，我们知道鸡喜欢吃的东西很多，喜欢吃特定饲料、

小米、蔬菜、蜗牛、蚯蚓、草籽、玉米、麦麸、大米等，还喜欢吃人们的剩饭。年

龄不同的鸡，不同季节的饮水量不同，在平时饲喂鸡的时候，要选择地势开阔的场

所，保证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定期打扫鸡圈，避免养殖的场所滋生细菌……并引

导学生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勤于观察、乐于思考的品质，增强学生参加劳

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过渡：前面的准备让我们对家禽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打造一个舒适的禽舍

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同学们就打造禽舍和清理禽舍进行讨论交流。

2.依据活动 2的分组情况，讨论完后，每组选出一名代表起来分享。

3.教师总结：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材料打造不同的家禽禽舍，如：我们可以准备

一个纸箱，用小刀或者剪刀在纸箱上扎出几个小孔，再在纸箱的底部铺上适量的干

草作为垫料打造鸡舍。最好每天打扫一次鸡舍，将鸡舍内的粪便清理干净。可以选

用塑料或泡沫箱子来打造鸭舍……并引导学生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实际的操作，培养学生主动劳动的意识，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据我们的了解，雏禽、幼禽、成禽所需要的营养不同，给它们喂的食

物也会有所变化。食物配比要注意营养均衡，饮食饮水要注意定时定量，请同学们

讨论如何喂养家禽，然后制订一个家禽喂养清单。

2. 让学生按照活动 2的分组情况进行讨论交流，教师在讨论的过程中可巡视指导，

并引导学生将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

3. 教师总结：同学们讨论得很激烈，有的同学跃跃欲试，请同学们回家按照自己制

活动 3 禽舍大讨论

活动 4 制订喂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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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家禽喂养清单去试一试吧！

第 2 课时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学生的劳动自豪

感。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同学们在家饲养的家禽怎么样呢？

2. 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起来分享自己打造禽舍或清理禽舍的过程，教师

多鼓励和赞美，并引导学生将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技能，

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这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

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了解家禽的生活习性；

②喂养家禽方法正确；

③禽舍打理干净。

3.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打造禽舍、喂养家禽的过程中，我们在

哪些方面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分享（若时间允许，

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结果作总结。

活动 6 点赞榜

活动 5 成果展示

活动 7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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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感受持续性劳动的艰辛与不易，懂得珍惜劳动

成果，养成持之以恒的劳动品质。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你在喂养家禽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当时的你是怎么去解决

的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结

果。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

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饲养常见家禽的注意事项，提高学生的劳

动能力，让学生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养小鸡的注意事项”“养小鸭的注意事项”制作成 PPT，展示

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本次劳动课的技能要点。

3.教师总结：同学们，现在的你是不是对饲养家禽更有信心了，让我们回家用更科

学的方法继续饲养我们的家禽吧！

家禽防疫小妙招

1. 保持饲养环境的清洁：保持禽舍和放养场地的环境和清洁是防止疾病传播的最佳

途径。及时清理禽粪、洗消禽舍和饲料器、保持养殖环境的通风和日照等。

2. 严格的人员卫生：人员是病毒和细菌传播的媒介。养殖人员在进出禽舍时要换鞋、

洗手，必要时还要换工作服。

活动 8 收获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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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养合理：营养不足是许多疾病发生的一个共同原因。高营养的饲养不仅可以帮

助家禽健康成长，还可以抵抗疾病。

4.注意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也是疾病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养殖场地的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等都可能成为疾病的传播源头。因此，养殖场地也要定期消毒、杀虫等防

疫工作。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了解常见的家禽种类，掌

握各种家禽的生活习性，

并能科学地饲养家禽

了解常见的

家禽种类

了解常见的家禽，并

熟悉各种常见家禽

的生活习性

能根据家禽的生活习性

制订家禽喂养清单，并进

行科学地饲养

通过简单的农业生产劳

动，让学生感受到持续性

劳动的艰辛与不易，懂得

珍惜劳动成果，养成持之

以恒的劳动品质

能够参与简

单的农业生

产劳动

积极参与农业生产

劳动，并能够在劳动

过程中体会到劳动

的快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感受到持续性劳

动的艰辛与不易，懂得珍

惜劳动成果，养成持之以

恒的劳动品质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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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1：整理与收纳。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

旅行注意事项及需准备的旅游用品。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了解必备的旅

游用品，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在劳动能力方面，能够有条理地整理出行行李；在

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体会劳动对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在劳动精神方面，让学

生明白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1.行为目标：能够自己完成旅行行李的整理与收纳。

2.认知目标：让学生养成细致科学进行整理与收纳的习惯，提高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的意识与能力。

1.重点：会正确、合理地做好旅行计划及准备行李。

2.难点：会在旅行前查询资料并能根据不同的旅行地点准备行李。

1.课时：1～2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各种常见证件的模型（学生证、身份证等）、行李包、行李箱、

常见的衣物。

（2）学生准备：劳动记录本、笔、行李箱、双肩包、常见的几件衣物。

教学重难点

第八课 旅游出行巧整理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指导手册 ●教师用书 六年级上册

46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请学生齐读书上“劳动最光荣”版块的第一自然段。

2.教师提问：同学们，读完第一自然段后你有什么感想？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如：旅游的好处真多，不

仅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还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4.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好，旅游可以让我们邂逅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体验

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我们都知道，在旅游出发前，我们需要整理行李，那你们知

道我们应该准备些什么吗？怎么去选择出行的物品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不同证件的用途，激发学生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通过 PPT 展示提前准备的不同证件的图片（如：身份证、教师资格证、学生

证、港澳通行证、护照、户口簿、军官证、旅游签证等）。

2.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认识这些证件吗？你们知道它们的名称吗？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回答。

4.教师总结：这都是我们旅行经常用到的一些证件。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

些人会选择去国外旅游，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风情；有些人会选择国内旅游，看看

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们在课前已经询问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国内旅游和国外旅游分别

需要携带的证件，现在我们请同学起来分享一下，看看自己咨询的结果是否完善。

5.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回答。如：国内旅游必须带上身份证，学生或教师可

以带上学生证或教师资格证，因为学生证和教师资格证在某些景区能享受门票优惠。

若出行人员中有士兵或军官，则可以带上士兵证或军官证……国外旅游还必须带上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填一填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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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

6.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全面，无论是在国内旅游还是国外旅游，带上这些证

件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享受很多特殊的优惠。教师引导学生记录

下来。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会根据行程、时间等合理地规划自己需要携带的衣物。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在旅游出行前，不仅需要携带必要的证件，还需要根据出游天数

及旅行地的天气情况，细心准备所需要的衣物，你们知道准备衣物的注意事项吗？

2.教师让学生分成小组讨论，每组选派一名代表起来发言。

3.教师总结：通过同学们的分享，我们知道若计划旅行的时间较长，则换洗的衣物

需要多准备一些。若旅行期间天气多变，则衣物的种类尽量多准备一些，方便更

换……同学们，你们想试一试制作自己的旅行衣物准备清单吗？

4.教师用 PPT 展示提前准备的衣物准备清单表。

旅行地：广州

天气情况：晴（22～32℃）

游玩天数：5

需要携带的衣物：短袖 T恤、短裤、连衣裙、薄外套、防

晒衣等

5.教师过渡：这是我制作的“我的衣物准备清单”。因为广州的天气比较炎热，温度

较高，所以需要带夏季的衣物，但广州早晚温差较大，所以我准备了薄外套。下面

请同学们试一试制作自己的衣物准备清单吧！教师引导学生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通过对生活细节的细心观察，培养学生勤于观察、乐于思考的品质，增

强学生参加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过渡：旅游出行前，除了要准备好必要的证件、衣物，还需要根据旅游成员、

季节、个人身体状况等因素精心选择一些其他的生活物品。前面我们已经安排回去

请教爸爸妈妈或查阅资料，现在请同学们依据活动 2 的分组情况把自己了解到的一

活动 2 衣物准备

活动 3 其他物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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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讨论交流一下吧！

2.讨论完后，每组选出一名代表起来分享本组的讨论结果。

3.教师总结：通过同学们的分享，我们知道除了证件和衣物之外，还需要携带的东

西真不少啊，如：洗漱用品，虽然很多酒店都会提供一次性的，但是其质量都相对

较差，对于旅行时间较长的人们来说还是需要携带一套，有备无患。还有一些急救

药品，如退烧药、促消化药等。如果有老年人一起出行的，还要关注老年人是否患

有一些慢性疾病，带上老年人的必备药品，如降压药、心脏病药……

设计意图：通过实际的操作，培养学生主动劳动的意识，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同学们，通过前面的学习，让我们对旅游出行的物品整理有了一个更

清晰的认识。如果你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北京六日研学游活动，天气预报显示活

动那几日北京气温在 20～28℃，有雨天、晴天、阴天，那么你该携带哪些物品呢？

请同学们按照活动 2的分组情况交流讨论，然后制订一个物品清单。

2. 每组选出一名代表起来分享本组的讨论结果。在学生分享的同时，教师可适当补

充，并引导学生记录下来。

3. 教师过渡：列好了物品清单，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收拾行李了。为了让我们能够

轻装上阵，行李的整理也是有技巧的。

4. 教师亲自示范行李的整理方法。

5. 教师过渡：很多同学肯定都想试一试吧，请同学们拿出准备的行李箱或双肩包、

衣物等，证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提前准备的证件模型，试着整理一下吧。教

师边巡视指导边随机拍照，记录学生的整理过程。由于我们携带到教室的物品有限，

并不能将不同物品的整理方法进行完全的展示，因此请同学们放学回家把我的“研

学游”物品清单里的物品整理打包好。注意：可以准备一个随身小包用来装比较重

要和常用的物品，衣物和其他物品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选择行李箱或双肩包来装。

活动 4 我的“研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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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学生的劳动自豪

感。

教学步骤：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整理行李的过程，教师多鼓励和赞

美，并引导学生将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技能，

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这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

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证件准备齐全；

②衣物收纳有方；

③行李装箱有序；

④物品归位及时。

3.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整理行李的过程中，我们在哪些方面还

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活动 6 点赞榜

活动 5 成果展示

活动 7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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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结果作总结。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体会劳动对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懂得珍惜

劳动成果。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你在整理行李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当时的你是怎么去解决

的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请他们起来分享自己

的思考结果。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

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旅游出行行李整理的技巧，提高学生的劳

动能力，让学生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旅游出行行李整理技巧”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本次劳动课的技能要点。

文明出行顺口溜

要旅游，讲文明，从我做起最重要；

遵纪律，守秩序，各项守则要记牢；

活动 8 收获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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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文物，护花草，时时刻刻要环保；

坐地铁，乘公交，礼貌让座要做到；

坐立走，要端庄，举止文明有修养；

好传统，要继承，发扬光大好少年！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了解旅游出行需携带的常

见物品，并能根据旅游地

的具体情况制订“物品清

单”，根据“物品清单”整

理自己的行李

了解旅游出

行需携带的

常见物品

了解旅游出行需携

带的常见物品，并能

根据旅游地的具体

情况制订“物品清

单”

了解旅游出行需携带的

常见物品，并能根据旅游

地的具体情况制订“物品

清单”，根据“物品清单”

整理自己的行李

通过对物品的整理与收

纳，让学生初步掌握整理

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整理

与收纳能力，让学生体悟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

能够参与简

单的家庭劳

动

积极参与家庭劳动，

并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初步掌握整理的

方法，体悟到劳动创造美

好生活的意义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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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5：传统工艺制作。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可

以用自己的巧手编织中国结，传承中国结艺技术。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

让学生感受绳结的悠久历史，能用发现的眼光感受编织带来的快乐，乐于传承编织

这门中国传统技艺；在劳动能力方面，掌握万字结等常见中国结的编织方法，并能

自主设计绳结作品；学会使用常见的编织工具，并能正确地使用编织工具编织常见

的中国结；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积极参与编织活动，在劳动过程中能规范、安

全地使用劳动工具；在劳动精神方面，培养乐于创造、不断挑战的精神。

1.行为目标：掌握结绳艺术的技术，能编织出精美的中国结图案。提高学生的动手

制作能力，培养学生相互帮助、合作学习的精神。

2.认知目标：了解中国结的寓意、历史、感受其艺术魅力，培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的品质。

1.重点：掌握中国结的常见编织方法。

2.难点：编制出简单的中国结图案。

1.课时：1～2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红绳、泡沫板、大头针、剪刀等。

教学重难点

第九课 制作中国结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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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准备：笔、红绳、泡沫板、学生手工剪刀等。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学生默读书上的“劳动最光荣”版块下的小故事。

2.教师提问：同学们，读完小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呢？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如：中国结在我国有着非

常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4.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好，中国结是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品，有着悠久的历史，

每逢春节或者喜庆的日子，人们都会用火红的中国结及其他结艺饰品来营造欢庆吉

祥的气氛。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怎么编织中国结吧！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常见的中国结及其编制技法，激发学生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通过 PPT 展示书上不同中国结的图片。

2.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见过上面的这些中国结吗？你们知道它们是用什么材料

编制的吗？这些中国结各有什么特点？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起来回答。如：有用棉线编的，有用丝线编的，

有用麻线编的等；每个中国结编织的图案也不一样。

4.教师提问：这些不同图案的中国结实际上都是由一些基本结组合而成的。折、叠、

挑、压、插、接、穿、组等都是编制中国结的基本技法。你知道这些中国结中有哪

些基本结吗？它们的编制技法是什么？

5.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分组讨论，每组请一名代表起来发言。

6.教师总结：同学们说得非常全面，上面这些中国结中有万字结、双钱结、双联结

等基本结，每一种结都用到了不止一种编制技法，掌握不同的编制技法是我们编出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说一说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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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中国结的关键。并引导学生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掌握常用基本结的编织，灵活应用简单的绳结编织技术设计出美观、精

巧的中国结。

教学步骤：

1.教师过渡：要想编出精美的中国结，那就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结的编织方法，让我

们一起先来学习基本结的编法吧！

2.教师通过 PPT 展示提前收集的一些基本结的编织步骤并亲自示范，边示范边结合

PPT 进行讲解。

3.教师示范完一个基本结的编织方法后，马上请学生进行操作练习，在学生操作的

过程中教师可巡视指导。

4.教师过渡：学习了这些基本结的编织方法，让我们试着编制中国结吧！

5.教师通过 PPT 展示已经准备好的设计图案，并分解图案上的中国结由哪些基本结

组成，需要用到哪些编制技法。

6.教师亲自示范设计的中国结的编织方法，每编织一步可让学生围过来观察或教师

围绕教室走一圈，尽量让每一位学生都明白每一步的编制技法。可把编完后的中国

结让学生进行传递欣赏。

7.教师过渡：漂亮吗？你们想不想自己动手编一个呢？请同学们先确定你要编织的

中国结的用途，再根据用途选择或自己设计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结样式，还可以取

一个好听的名字哟！

8.设计好了中国结样式，让我们动手编一编吧！教师在学生编的过程中可巡视指导，

拍照，对于一些遇到困难的学生，教师可亲自示范。

9.教师过渡：我刚刚看了一圈，同学们编的中国结太漂亮了，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现在就请同学们跟自己的同桌说一说自己编制的中国结有什么特点？由哪些基本结

组成？教师引导学生记录下来。

10.教师提问：把一根普通的绳子绕一绕、穿一穿，就能打出成百上千种绳结，你还

会编哪些中国结呢？

11.依据活动 1的分组情况，请同学们分组讨论，说一说自己还会编哪些中国结，每

组可选出一人在本组中展示一种中国结的编法，本组其他同学可试着学习。

活动 2 编制中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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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学生的劳动自豪

感。

教学步骤：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将自己编好的中国结带到台上进行展示，

并给同学们分享中国结的名字的寓意，自己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思考的。教师多鼓

励，多赞美，并引导学生将自己编制的中国结的照片贴在方框中。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技能，

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这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

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熟悉不同中国结的编法；

②操作熟练；

③编出的中国结美观、大气。

3.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编中国结的过程中，我们在哪些方面还

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请他们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

允许，尽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结果作总结。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体会劳动对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初步形成

活动 4 点赞榜

活动 6 收获小心得

活动 3 成果展示

活动 5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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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创新的劳动精神。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你在编中国结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当时的你是怎么去解决

的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这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结

果。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可

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万字结的编制技法，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

让学生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万字结的编法”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万字结的编织要点，同时鼓励学

生回家后用万字结作为基本结去编织一个中国结。

中国结的编织技巧

1.结形、颜色与饰物要搭配得当，大小相宜。

2.线的两端可绕胶带使它变得硬直，这样穿编会比较方便、迅速。

3.编织步骤完成之后，要将结子抽紧定形。抽时先认清要抽哪几根线，然后同时均

匀施力，慢慢抽紧，并且随时注意编线有没有发生扭折的现象。先把结的主体抽紧，

再开始调整它的耳翼长短，自结的起端开始把多余的线向线头的方向依次推移集中。

在此操作中，绝对不能让结的主体松散，而且若遇线段扭折，要一边抽，一边用拇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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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与食指转动线段，或者借用镊子施力，使之平展。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了解常见中国结及其编制

技法，能自己设计并熟练

地编制中国结

了解常见中

国结及其编

制技法

能根据自己的用途

设计中国结样式

能自己设计中国结样式，

并熟练地编制中国结

感受传统工艺劳动的智

慧，初步形成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意识，体悟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

能够参与简

单的传统工

艺制作

积极参与传统工艺

制作，感受传统工艺

劳动的智慧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初步形成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体悟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的意义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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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三学段

（5～6 年级）的任务群 2：烹饪与营养。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了解

酸奶的形成原因并掌握制作酸奶的方法。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知道统筹

规划的重要性，重视劳动效率，懂得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在劳动能力方面，能安

全并熟练地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制作酸奶的流程，并能根据实际需求来设计食材的

搭配和用量；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懂得双手可以创造美好生活，追求良好，珍

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劳动精神方面，在学习和借鉴他人经验、技艺的基础上，尝

试新方法，探索新技术，弘扬开拓创新的精神。

1.行为目标：了解酸奶的形成过程，能安全并熟练地使用劳动工具，根据实际需求

来设计食材的搭配和用量制作酸奶。

2.认知目标：知道家庭劳动需要每个人承担，树立乐于为家人服务的劳动观念，初

步形成家庭责任感。

1.重点：了解酸奶的形成原因。

2.难点：用不同的方法自制酸奶。

1.课时：2 课时

2.场地：教室

教学重难点

第十课 做酸奶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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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制作酸奶的视频、牛奶、白糖、酸奶机、玻璃杯、勺子、水

果、坚果。

（2）学生准备：劳动记录本、笔。

第 1 课时

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请学生默读书上“劳动最光荣”版块下的小故事。

2.教师提问：同学们，通过小故事你了解到了些什么呢？

3.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发言。如：我了解到了酸奶的起源，形成的过程和原

理等。

4.教师总结：酸奶是一种以牛奶为原料发酵而成的乳制品，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

独特的口感。它既可口又有益健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制作酸奶吧！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常见的做酸奶的材料和工具，激发学生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 教师过渡：在学习制作酸奶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制作酸奶需要哪些材料和工

具。

2. 教师通过 PPT 展示书上的图片。

3. 教师提问：这是我们制作酸奶需要的部分材料和工具，你认识它们吗？你知道它

们在制作酸奶中起什么作用吗？

4.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回答。

5.教师总结：大家对这些材料和工具都非常熟悉，有牛奶、白糖、奶锅、勺子等。

白糖主要是增加甜度，根据个人口味可以自己选择加入的量；奶锅的主要作用是加

热或者盛放……教师引导学生在书上记录下来。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填一填

教学过程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指导手册 ●教师用书 六年级上册

60

6.教师提问：除了上面这些，你知道制作酸奶还需要哪些材料和工具吗？

7.教师将全班同学进行分组，每名同学将自己提前收集或查阅的资料在小组内进行

讨论。讨论完后，每组选取一名代表起来发言。

8.教师总结：通过刚刚同学们的分享，我们知道酸奶或专门的酸奶发酵粉是制作酸

奶必不可少的材料。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用酸奶机来制作酸奶，酸奶机能更好地控

制温度和酸奶的发酵时间。我们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准备一些时令水果、坚果等，

增加酸奶的口感……教师引导学生在书上记录下来。

设计意图：让学生掌握制作酸奶的方法和步骤，体会劳动的不易。

教学步骤：

1.教师过渡：通过前面的了解，我们对制作酸奶的信心大增，让我们一起来制作美

味的酸奶吧！

2.教师亲自示范制作酸奶的步骤，边做边讲解，有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教师可着

重强调。

3.教师示范完后，学生对于不明白的地方可提出疑问，教师可以详细解答或亲自重

新示范。

4.教师过渡：现在只需要时间发酵，美味酸奶就做好了。同学们想试一试吗？

5.依据活动 1的分组情况，每一组商量好本组需要用到的食材，然后去挑选，在每

组制作的过程中教师可巡视指导，对于有困难的小组，教师可亲自示范。

6.每组选派一名代表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本组制作酸奶的过程。

7.教师总结：虽然每组制作酸奶的过程有少许的差异，但是我们大部分小组的步骤

都是正确的，发酵后都成功地做出了酸奶。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在家制作酸奶了。

8.教师提问：请大家想一想，如果现在让你给家人制作一杯酸奶，我们应该先做什

么呢？

9.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起来回答。

10.教师总结：是的，我们应该先调查一下家人喜欢的酸奶口味。请同学们利用今天

学到的劳动技能为自己的家人做一杯可口的酸奶吧！记得用照片记录下自己制作酸

奶的过程哟。

活动 2 制作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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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时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制作酸奶的方式，树立为家人服务

的劳动观念，初步形成家庭责任感。

教学步骤：

1.教师过渡：同学们，你们给家人制作的酸奶他们喜欢吗？你都制作了些什么口味

的酸奶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分享。如：我爸爸喜欢草莓味，妈妈喜欢蓝莓味，奶

奶喜欢原味，所以我制作了这三种不同口味的酸奶，草莓味和蓝莓味我分别添加了

草莓果酱和蓝莓果酱。

3.教师总结：同学们制作的口味真多，有草莓味、蓝莓味、红枣味、香橙味……你

们的家人品尝到这么美味的酸奶，心里肯定很幸福吧！引导学生将书上的表格填写

完成，并把自己做酸奶的过程的照片贴在方框中。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劳动自豪感。

教学步骤：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同学，请他们起来分享自己给家人制作酸奶的过程并

带上自己做好酸奶的照片上台给大家展示，教师多鼓励，多赞美。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评价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反思自己是否掌握了劳动技能，

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本次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本次劳动活动中表现如何，根据实

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①成功给家人制作了酸奶；

②制作的酸奶口感良好；

③体会到为家人服务的乐趣。

4. 让学生自评自己的表现情况，给书上的大拇指涂上颜色。三个大拇指表示优秀，

两个大拇指表示良好，一个大拇指表示还需努力。

活动 3 为家人制作酸奶

活动 5 点赞榜

活动 4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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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劳动后进行及时的回顾和反思，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

效率。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你给家人制作酸奶的过程中，我们在哪

些方面还可以提升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将问题的思考结果给全班同学进行分享（若时间允许，尽

量多抽一些学生）。

3.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结果作总结。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体会劳动对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懂得珍惜

劳动成果。

教学步骤：

1. 教师提问：你在给家人制作酸奶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当时的你是怎么

去解决的呢？

2.教师随机抽取几名学生起来给全班同学分享，教师多赞美，多鼓励。

3.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作总结：虽然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

是只要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畏惧，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通

过本次劳动实践活动你还有哪些反思和感悟呢？

4.教师给学生 5分钟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随机抽几名同学起来分享自己的思考结

果。

5.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反思是我们每次劳动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

可以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制作酸奶的两种方法，提高学生的劳动能

力，让学生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自制酸奶”“使用酸奶机做酸奶”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本次劳动课的技能要点。并对劳

动的一些注意事项着重强调。

活动 7 收获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活动 6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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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酸奶的益处

1.促进消化

酸奶中的乳酸菌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增强肠道蠕动，促进消化。酸奶还含有乳酸，

可以帮助控制肠道内有害菌的滋生，保持肠道健康。

2.增强免疫力

乳酸菌在酸奶中的存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乳酸菌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活

力，提高人体对抗疾病的能力，预防感染。每天适量摄入酸奶，可以帮助保持健康。

3.改善消化问题

对于那些容易肠胃不适的人来说，酸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酸奶中的乳酸菌有

助于平衡肠道菌群，减轻胃酸过多、腹胀、便秘等症状。每天适量摄入酸奶，可以

帮助调整肠胃功能。

4.维持骨骼健康

酸奶中丰富的钙含量有助于维持骨骼的健康。饮用适量的酸奶可以减少骨质疏松

症的风险，保护牙齿健康，并有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骨骼发育。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了解酸奶的起源和劳动工

具的使用方法，并能正确

地利用劳动工具制作出不

同口味的酸奶

了解酸奶的

制作原理

了解酸奶的制作原

理和劳动工具的使

用方法

能正确地使用劳动工具

制作出不同口味的酸奶

能积极参与家庭劳动，树

立为家人服务的劳动观

念，初步形成家庭责任感，

体悟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

意义

能够参与简

单的家庭劳

动

积极参与家庭劳动，

并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劳

动活动，树立为家人服务

的意识，能感受到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的意义

教学加油站

教学评价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