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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小小书包“减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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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指导手册》教师用书

一年级上册

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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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日常生活

劳动教育立足个人生活事务处理，结合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注重生活能

力和良好卫生习惯培养，树立自立自强意识”，并针对不同学段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小学低年级“以个人生活起居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注重培养劳动意识

和劳动安全意识，使学生懂得人人都要劳动，感知劳动乐趣，爱惜劳动成果”。本

任务群选择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密切关联的生活自理、学习自理、房间整理等劳

动实践内容，引导学生通过简单的劳动实践感知劳动的乐趣，认识“劳动是人类最

基本的实践活动”的意义，知道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能促进个人成长，劳动是

人人应有的社会责任。

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年级）的任务群 2：整理与收纳。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能

够完成自己书包的整理工作。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理解劳动对自己生活

的意义，树立劳动最光荣的观念；在劳动能力方面，能对自己书包里的物品进行分

类、整理；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养成每天整理书包的习惯，形成“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的意识；在劳动精神方面，通过整理书包实践，培养勤劳的精神。

第一课 小小书包“减肥”记

课程意义

课程背景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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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为目标：了解书包的结构，学会整理书包的方法，并坚持每天自己整理书包。

2.认知目标：养成细致耐心、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的意识。

1.重点：整理书包的方法。

2.难点：坚持每天自己整理书包。

1.课时：1～2 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文具、练习本、毽子、跳绳、水杯等。

（2）学生准备：书包、文具、书本、体育用品、生活用品等。

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让一位学生朗读《书包王国》的故事。

2.教师提问：大家想一想，“书包国王”为什么会变胖？他又是怎么瘦下来的?

教师引导学生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推荐一位同学分享。

3.教师提问：从“书包国王”变瘦的故事中，我们能得出怎样的道理呢？请几

位学生举手回答后，教师小结：从开学第一天起，书包就在成长之路上陪伴着我

们。整整齐齐的书包会让我们的学生生活更加愉快、便捷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走进书包吧。

教学重难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劳动最光荣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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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查看书包情况并完成教材中的《书包物品清单》，让学生了解自己

书包里面有哪些物品，以及这些物品的使用情况。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你能介绍一下自己的书包有哪几个部分吗？各个部分有什么作

用？学生分小组讨论后选出代表进行分享。

2.教师小结:书包主要由主袋、小物袋、背带和侧兜组成。主袋可以放一些大

的书本，小物袋可以放一些经常用的小物品，侧兜则正好可以放下水杯等。

3.教师请学生打开自己的书包，观察书包里面装有什么物品，再看一看它们是

怎么摆放的。

4.教师引导学生数一数书包里面的物品，想一想每件物品的使用情况，并完成

教材第 4页的《书包物品清单》。

5.教师总结：上学时，书包里只能装和学习有关的物品，和学习无关的玩具、

零食等可不能带到学校哟。对那些在学习时很少用到的物品，可以少带或者不带。

设计意图：通过动手整理书包，让学生感受到劳动的快乐。

教学步骤：

1.教师出示物品：文具、书本、练习本、毽子、跳绳、水杯等后，提问：现在

我们书包里面有这些物品，你们知道它们可以分为哪几类吗？请学生分小组讨论后

选出代表进行分享。

2.学生回答后，教师评价学生的回答并小结：通常我们可以将书包里的物品按

照用途分为四类：书本、练习本为一类，装满文具的文具袋为一类，毽子和跳绳等

体育用品为一类，水杯等生活用品为一类。

3.教师引导学生对自己书包内的物品进行分类。

4.知道了分类的方法，我们应该怎样整理书包呢？这里有一个整理书包的好办

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教师在 PPT 上展示整理书包的步骤：（1）清空书包；

（2）根据课表筛选物品，并分类整理；（3）将物品分区装入书包；（4）拉上书

包拉链。（可以适当配上插图）

劳动伴我行

活动 2 做一做

活动 1 看一看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指导手册 ●教师用书 一年级上册

4

5.学习了整理书包的方法，接下来就动手整理自己的书包吧!

6.学生整理完书包后，教师提问：在整理书包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7.学生分小组讨论后，选出代表发言。

8.教师评价学生发言后小结：（1）整理书包时，可以根据书本的大小、科目等进行

分类，按先大后小的顺序摆放整齐。（2）水杯要拧紧盖子，尽量在书包侧袋装稳。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让学生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他们的劳动自

豪感。

教学步骤：由于一年级小朋友的识字量和写字量的原因，引导学生采用直接展示、

画画或贴打印照片等方式展示他们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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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引导：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节课上的劳动实践中表现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1）对书包有了更多的了解；

（2）能够自己整理好书包；

（3）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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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人人都要劳动，劳动成果来之不易的道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出问题：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学会怎样整理书包了吗？你有什么小

收获呢？

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起来发言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论结果。（若

学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结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学会了整理书包，还

活动 3 秀一秀

活动 4 点赞榜

活动 5 小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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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道理。希望你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劳动，养成每天自

己整理书包的习惯。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上的方框里。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学习内容，帮助学生掌握书包结构和整理方法。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的内容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回顾书包的结构。

3.请同学们一起朗读《整理歌》。通过朗读，巩固学习书包整理的要点。

4.教师总结：孩子们，书包是我们学习路上的好伙伴。我们有义务让自己的伙

伴保持整洁美观，让我们行动起来，坚持每天整理书包吧。

书包整理小妙招

每天上学前，整理书包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一个整洁有序的书包不仅可以

让我们更快地找到需要的物品，还可以让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加高效和舒适。下

面是一些整理书包的技巧：

1.分类整理

将书包内的物品按照种类进行分类整理。例如，将书本、笔记本、文具、毽子

等物品分别放在不同的区域内。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快地找到需要的物品，也可以避

免物品混乱。

2.减少负重

书包内的物品过多、过重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因此，我们需要减少书

包内的负重。可以将不必要的物品放在家里，或者使用轻便的书包。同时，也要注

意书包内物品的分布，将重物放在书包的底部，轻物放在书包的顶部。

3.使用收纳袋

收纳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整理书包内的物品。例如，将散乱的试卷放在一个

小袋子内，将文具放在一个小袋子内。这样可以避免物品混乱，也可以更方便地取

出需要的物品。

4.定期清理

定期清理书包内的物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每周或每月清理一次书包，将不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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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物品清理出去，整理好需要的物品。这样可以避免书包内的物品过多过杂，

让书包更好地保持整洁有序。

5.注意细节

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将书包的拉链拉好，将书包挂在椅子上或放

在课桌下面时，要注意书包的位置与方向。这些小细节可以更好地保护书包，也可

以让我们更好地使用书包。

整理书包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通过分类整理、减少负重、使用收纳袋、定

期清理和注意细节等技巧，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整理书包，让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更

加高效和舒适。在整理好书包后，每样东西都放在固定的收纳地方，用完后也要记

得及时放回原处。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通过本课劳动实践，

了解书包的结构，学

会整理书包的方法，

并坚持每天自己整理

书包

了解书包的结构，

学会整理书包的方

法

了 解 书 包 的 结

构，知道几种分

类的方法，能主

动整理书包

了解书包的结构，

知道几种分类的方

法，能主动整理书

包，并坚持每天自

己整理书包

通过本课劳动实践活

动，养成细致耐心、

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的意识

能够参与到书包整

理的劳动中，并且

细致耐心

积极参与劳动，

能够在劳动过程

中体会到生活的

乐趣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

与劳动，养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形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的意识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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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年级）的任务群 1：清洁与卫生。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能

够完成自己洗手、洗脸和刷牙。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理解劳动对自己生

活的意义，树立劳动最光荣的观念；在劳动能力方面，能自己洗手、洗脸和刷牙，

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形成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在劳动精神方面，通过自理能力的实践，培养勤劳的劳动

精神。

1.行为目标：能够掌握洗手、洗脸和刷牙等生活技能，培养自理能力，形成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劳动意识，培养热爱劳动，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2.认知目标：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劳动意识，培养热爱劳动，劳动最光荣

的观念。

1.重点：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个人卫生的清洁。

2.难点：学会正确的洗手、洗脸、刷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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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实践活动室申请表》、洗手液、香皂、毛巾

教学重难点

教学目标

第二课 个人卫生自己做

课程意义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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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学生准备：牙刷、牙膏、杯子、毛巾等。

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扮演猫妈妈，再选三位学生，请他们一位扮演小猫菲菲，一位扮演医

生，一位读故事中的旁白，有感情地朗读故事。

2.教师提问：大家想一想，小猫菲菲为什么会肚子疼呢？它应该怎样做肚子才

不会疼？请学生分小组讨论后，教师选择几个小组的代表进行分享。

3.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后提问：你们的肚子疼过吗？为什么会疼呢？我们应该怎

么做呢？引导同学们联系自己的实际经历进行交流。

4.教师小结：个人卫生对我们的健康生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个人

的卫生清洁哟。

1.教师展示两张小朋友的图片。两张图中小朋友的特征：一张图中小朋友的衣服

脏兮兮的，一张图中小朋友的衣服干干净净的。

2.教师请学生观察这两张图片，并引导学生选出这两张图片中，自己喜欢的小朋

友的样子。

3.教师提问：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衣服干净的小朋友呢？教师随机请几个学生回答他

们的理由。

4.为了让我们变得和他（她）一样，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教师引导学生分小组讨论，

然后选出小组代表进行回答。

5.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小结：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做的卫生清洁有：洗手、洗脸、刷

劳动伴我行

劳动最光荣

教学过程

活动 1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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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等。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做个人卫生清洁吧。

设计意图：通过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引导学生勤洗手，让学生养成讲卫生的好习

惯。同时，让学生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的小手经常触摸物品，所以不免会带上细菌，那你们

都是怎样来清洗的呢？有同学愿意示范一下吗？

2.教师请两位同学演示自己洗手的方法，其余的学生仔细观察，并记录

和自己洗手步骤不一样的地方。

3.两位同学演示完后，教师提问：在看了两位同学的示范后，请想一

想，你们是怎样洗手的呢？和两位示范的同学一样吗？请小组讨论后，选出

代表进行回答。

4.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后，自己演示正确的洗手的步骤：（1）洗手掌；（2）

洗背侧指缝；（3）洗掌侧指缝；（4）洗指背；（5）洗拇指；（6）洗指尖；

（7）洗手腕至手肘。（在演示的过程中，提醒学生：（1）洗手液要充分搓洗起

泡；（2）每个部位洗 10～15 秒；（3）使用流水清洗；（4）洗完手后要擦干）

5.教师提问：大家还知道哪些洗手的常识呢？学生分组讨论后选出代表发言。

6.教师小结：（1）除了饭前便后洗手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情况下都是必须洗

手的：手接触眼睛、耳朵、鼻子前，接触血液、鼻涕、口水后，做完值日卫生后，

在室外玩耍后，接触过宠物后，外出回家后，接触过公共物品后，如接触过电梯扶

手、按钮、门把手、钱币等。

（2）我们小手的手心、指缝、指尖、大拇指，这些部位是最容易沾上病菌

的，要对付这些病菌，就要勤洗手，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把病菌拒之门外。

（3）擦手也不可忽视。手洗净后，擦手也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用干净的个

人专用毛巾、手巾或一次性纸巾擦干双手，并勤换毛巾。若是用脏毛巾、脏手巾或

是衣襟擦手，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洗脸，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并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的意识。

教学步骤：

1.教师在 PPT 上展示两张图片，图片内容：一张是脸蛋儿脏兮兮的小朋友，一

活动 3 洗脸

活动 2 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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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是脸蛋儿干净的小朋友。并提问：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两幅图上的小朋友，你们

更喜欢哪一个呢？教师请几个同学回答（或者大家一齐回答）。

2.教师接着提问：为什么更喜欢脸蛋干干净净的小朋友呢？为了保持脸蛋干干

净净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教师请几个学生回答。

3.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后，提问：是的，洗脸对于保持脸部干净非常必要。你们

知道应该怎样洗脸吗？学生分小组讨论后选出代表进行分享。

4.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引导学生观看准备好的洗脸步骤的视频。

5.教师小结视频中洗脸的步骤。（可供教师参考的洗脸方法：（1）水浸湿脸

部；（2）手部涂抹香皂；（3）用手往脸部抹香皂；（4）用水洗净脸部香皂沫；

（5）用毛巾擦干净脸部和手；（6）擦抹护脸霜。）

6.教师引导学生按照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洗脸。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并动手实践这一过程，让学生养成讲卫

生的习惯，并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牙齿有什么作用吗？请小组讨论。教师选择同

学做分享。

2.教师小结：牙齿的功能：（1）咀嚼食物；（2）帮助发音；（3）美观。

3.教师在 PPT 上展示两张图片（一张是洁白整齐的牙齿，一张是有龋齿的牙

齿）后，提问：同学们，你们想拥有左图上的牙齿还是右图上的牙齿呢？为什么

呀？教师请几个学生回答。

4.教师提问：牙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不想牙齿疼，不想得蛀牙，就要

好好保护我们的牙齿。我们要怎样保护它呢？教师请几个学生回答。

5.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后，总结保护牙齿的方法：（1）吃完东西要漱口；（2）

早晚要刷牙。

6.教师引导：同学们，你们知道怎么刷牙吗？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巴

氏刷牙法”吧。教师在 PPT 上播放“巴氏刷牙法”的视频。

7.教师引导：学会了刷牙的方法，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刷牙吧。（教师观察并指

正学生的刷牙动作）

活动 4 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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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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节课上的劳动活动中表现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1）洗手的步骤很完整；

（2）脸洗得很干净；

（3）刷牙的方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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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人人都要劳动，自己的事情要自己

做的道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出问题：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知道怎样正确地洗手、洗脸、

刷牙吗？你有什么小收获呢？

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选择一个代表发言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论结

果。（若学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结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学会了洗

手、洗脸和刷牙的正确方法，还知道了我们要养成积极主动自理个人卫生的

好习惯。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上的方框里。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洗手和刷牙的正确步骤，提高劳动

的能力，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七步洗手法”“巴氏刷牙法”制作成 PPT，展示

给学生。

活动 5 点赞榜

活动 6 小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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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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前面的回顾，让学生反思自己在劳动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没有

做好。请学生分享自己还需改进的地方。

4.教师总结：同学们，勤洗手、早晚洗脸、饭后漱口、早晚刷牙等保持

个人卫生的好习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成的，大家一定要主动地完成哟。

怎样保持个人卫生？

第一，保持双手干净。手上的细菌会污染食物、感染伤口。在接触了任何可能

携带细菌的物体之后、上完厕所之后、照顾了病患之后，接触任何食物、食物器具

前或者喝水前，切记要洗净双手。保持指甲整洁，不要把手指放入嘴里。

第二，保持头发干净。你的头发可能会成为细菌、跳蚤、虱子或者其他寄生虫

的栖息地。保持头发干净，梳理平顺，修剪整齐。

第三，保持衣服干净。保持衣服和被褥干净整洁，减少皮肤感染的机会，减少

滋生寄生虫的机会。外衣脏了要及时清洗，每天都要换洗内衣和袜子。睡袋每次使

用之后都要翻过来抖抖，通通风。

第四，保持牙齿干净。用牙刷和牙膏彻底清洁口腔和牙齿，每天至少清

洁两次。

第五，保持脚部卫生。每天都要清洗并按摩脚部，指甲要剪平。鞋里要

垫上鞋垫，袜子要合脚、干爽。鞋袜一定要勤换，勤洗，勤晾晒，避免产生

异味。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通过本次实践，能

够掌握洗手、洗脸

和刷牙生活技能，

培养自理能力

学会了洗手、洗

脸和刷牙的大致

步骤

能够较好地进行

洗手、洗脸和刷

牙，知道怎样保

持干净

能够很好地进行洗

手、洗脸和刷牙，

能积极主动地进行

这些自理实践

教学加油站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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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形成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的劳动意识，

培养热爱劳动，劳

动最光荣的观念

能够参与自理的

劳动实践

积极参与自理的

劳动实践，能够

在劳动过程中体

会到生活的乐趣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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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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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年级）的任务群 3：烹饪与营养。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能

够认识蔬菜，了解蔬菜的营养价值，并完成蔬菜的分类工作。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

观念方面，能在力所能及的劳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初步形成喜欢劳

动、积极参加劳动的态度；在劳动能力方面，在完成分类、采访营养价值等劳动任

务中，初步掌握关于蔬菜的知识、分类基本步骤与采访的操作方法；在劳动习惯和

品质方面，初步养成认真负责、有始有终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在劳动精神方面，能

在劳动过程中，养成勤劳、不怕累的劳动精神。

1.行为目标：认识蔬菜，并对蔬菜进行分类；知道蔬菜的营养价值。

2.认知目标：养成细致耐心、热爱劳动、自觉自愿劳动的好习惯，明白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1.重点：认识蔬菜、知道蔬菜的分类方法与营养价值。

2.难点：知道蔬菜的营养价值。

1.课时：2课时

2.场地：劳动实践活动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劳动实践活动室申请表》、不同种类的南瓜（按照小组

数准备）等；

教学重难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第三课 我和蔬菜交朋友

课程意义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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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准备：蔬菜观察记录、蔬菜营养价值采访记录等。

第 1课时

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劳动最光荣”板块：教师选择四个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他们分别扮演白

菜、番茄、土豆、大葱。教师念旁白。大家一起对故事进行演绎。

2.演绎完毕后，教师提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

推荐一位同学起来分享。

3.教师提问：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会怎么做呢？请几位学生举手回答后，教师

小结：蔬菜的颜色、形状和营养各不相同，你们知道哪些蔬菜呢？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认识蔬菜吧。

设计意图：通过对蔬菜的观察、记录与交流，让学生认识更多的蔬菜，激发学生自

主认识蔬菜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请学生在小组内介绍自己认识的蔬菜，并让小组

内的一位同学负责记录这些蔬菜。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活动。

2.小组组内分享结束后，教师请学生介绍自己组内认识的蔬菜。（也可以采用

多种形式的汇报表演，比如：以蔬菜知识为基础，小组学生派两名代表进行对话，

一问一答，汇报出小组内知道的蔬菜知识）

3.教师小结学生表演，并引导学生参与游戏“蔬菜我认识”。

教师在 PPT 上展示：茄子、西红柿、洋葱、生菜等蔬菜的图片。

游戏规则：学生分组参加游戏，并给每个小组编号，如第一组、第二组……教

师指着课件中蔬菜的图片，让学生举手抢答蔬菜的名称。答对则给学生所在小组加

一分，答错则换下一组学生回答。最后累计小组得分最高的一组学生可以得到“蔬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认识蔬菜

劳动最光荣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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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小达人”称号。

4.游戏结束后，教师点评学生活动，并小结：蔬菜的种类非常多，我们要在生

活中继续认识它们。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研究一种蔬菜的不同品种，体会蔬菜家族的庞大，激发探索蔬

菜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准备好的不同品种的南瓜分给各个小组，引导学生观察这些南瓜的颜

色、外形及大小等。（学生观察的过程中，教师指导，并提示学生注意安全）

2.学生小组交流、讨论分享。

3.教师提问：你们在观察了南瓜后，有什么发现呢？试着填一填教材第 17 页

的表格吧。（教师进行指导）

4.教师请各小组学生分享自己小组的发现。

5.教师总结学生发现，并评价表格内容的准确性。

6.教师小结：一个常见的南瓜都有这么多不同的品种，这说明蔬菜家族是多么

庞大呀。

设计意图：通过体验蔬菜的分类，进一步认识蔬菜。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认识了蔬菜，你们会怎样对他们进行分类呢？小组讨论，并选出

一个代表进行分享。（学生讨论的时候，教师适时给予指导）

2.教师点评学生分享并小结：我们可以根据蔬菜的形状、颜色进行分类，还可

以根据食用部位进行分类。

3.教师将学生分成三组，分别以蔬菜的形状、颜色、食用部位对认识的蔬菜进

行分类。

4.学生小组内进行讨论交流，并派出小组代表将分类结果向全班同学分享。

（若有不准确的分类，教师要引导指正）

5.活动结束后，教师总结：蔬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它们对我们的身体

有很多好处。大家去采访一下身边的长辈或者菜市场的叔叔阿姨，找一找蔬菜的营

养价值吧。

活动 2 观察蔬菜

活动 3 蔬菜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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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时

设计意图：通过分享自己采访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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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探访蔬菜营养价值的过程中，你填写的《蔬菜营养价值采访

记录》是怎样的？和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2.教师选择几位学生进行分享。

3.学生分享采访记录表后，教师引导学生对自己的采访记录进行总结，然后和

同桌分享自己知道的蔬菜的营养价值。

4.引导学生参与游戏“蔬菜营养大接力”。

游戏规则：教师将学生分为 3～5 组，并给每组编号。

教师请第一组中的一位同学分享一种蔬菜的营养价值（在分享时，若有不准确

甚至是错误的表述，教师或者同组的同学进行引导、指正）。

第一组的同学分享完后，邀请第二组中的一位同学分享一种蔬菜（不与第一组

重复）；其余几组以此类推。

5.游戏结束后教师总结：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营养价值，我们在生活中要吃各

种的蔬菜，不挑食，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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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实践已经结束了，你在这节课上的劳动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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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许多蔬菜；

（2）观察蔬菜并进行了分类；

（3）知道了三种以上蔬菜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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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4 蔬菜营养探秘

活动 5 点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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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人人都要劳动，劳动成果来之不易的道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出问题：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知道蔬菜可以怎样分类，有哪些营养

价值了吗？你有什么小收获呢？

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起来发言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论结果。

（若学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结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蔬菜的分类

和它的营养价值，还懂得了我们在生活中，不能挑食，不浪费粮食的道理。教师引

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上的方框里。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以食用部位为标准对蔬菜的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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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的分类》中的图片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结合图片回顾以食用部位对蔬菜进行分类。

3.通过前面的回顾，让学生反思自己在我和蔬菜交朋友的活动中有哪些地方没

有做好。

4.请同学分享自己还需改进的地方。

5.教师总结：蔬菜中有丰富的营养，对我们的生长发育有很大帮助，如吃胡萝

卜对眼睛有好处，白菜有丰富的维生素……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营

养的均衡，一定不要挑食哟。

选择不同营养价值的蔬菜

蔬菜普遍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且能量较低，能增

进食欲，帮助消化，因此我们应该多吃蔬菜。但蔬菜的种类那么多，不同蔬菜富含

的营养成分有所差别，我们应该怎么选？

1.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间接减少其他食物热量的摄入，并可以调节肠壁对葡

萄糖和脂肪的吸收功能，促进脂肪分解，加速胃肠蠕动，从而帮助人们控制体重，同时养

护肠胃。下面这些蔬菜都是膳食纤维的“大户”：黄花菜、秋葵、毛豆、蚕豆、豌豆、萝

活动 6 小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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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缨、芥菜、春笋、豆角、蒜薹、芹菜叶、豇豆、苋菜、豌豆苗。

2.维生素 C

维生素 C能抗氧化、促进铁吸收、辅助提高抵抗力等，好处多多。很多人只知

道吃水果能补充维生素 C，殊不知一些蔬菜的维生素 C含量也很高。比如：辣椒、

彩椒、油菜薹、红菜薹、芥蓝、芥菜、苦瓜、菜花、西蓝花、大白菜、奶白菜。

3.维生素 E

维生素E又叫生育酚，在体内主要有α、β、γ、δ四种衍生物。它也是抗氧化“高

手”，还是“免疫自稳大臣”，对控血脂也有一定的好处。除坚果、植物油等以外，卷心

菜、芹菜、大白菜、菠菜、莜麦菜、南瓜、莴苣等也含有一定的维生素E。

4.叶酸

叶酸不仅能帮助预防胎儿神经管缺陷，在预防心血管疾病、预防贫血、辅助治

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等方面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速查手册》建议每天摄入的膳食叶酸剂量为 400 微克。但据调查，我国居民叶酸缺

乏比例高达 20%～60%。红苋菜、绿苋菜、鸡毛菜、香菜、茴香、芦笋、奶白菜、茼

蒿、羽衣甘蓝、油菜、秋葵、芥蓝、娃娃菜等都富含叶酸，日常可适当多吃。

5.维生素 K

维生素 K是补钙的好帮手，能提高钙的利用率，增加骨钙沉积，还能减少钙在

其他地方的沉积或排泄。简言之，维生素 K能将钙带到真正需要的地方。菠菜、莜

麦菜、白菜、芹菜、茼蒿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6.胡萝卜素

我们常说的胡萝卜素通常是指β-胡萝卜素，它可以转化成维生素A，帮助我们维持良

好的暗视觉，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维持和促进免疫功能以及促进生长发育和维持生殖

功能。下面这些蔬菜是富含胡萝卜素的优秀代表：胡萝卜、西蓝花、芥蓝、豌豆尖、豌豆

苗、菠菜、荠菜、茴香、木耳菜、小白菜、油菜、生菜、空心菜。

7.钙元素

钙是骨骼的“砖头”，钙充足，骨骼才更强健。除了牛奶、豆制品外，不少蔬菜也含

有丰富的钙元素，有的甚至比牛奶的含钙量还高，也可以作为补充。黄花菜、荠菜、海

带、萝卜缨、芥菜、油菜、绿苋菜、紫苋菜、油菜薹、裙带菜、芥蓝、菜心、小白菜、红

心萝卜、芹菜茎、茼蒿、生菜、莜麦菜等都富含钙元素。

8.类黄酮

水果和蔬菜，如草莓、蓝莓、橙子和辣椒，其明亮的颜色归功于被称为类黄酮

的植物化学物质。而发表在《神经病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对近 80000 名中年人

进行了为期 20 多年的跟踪调查发现，摄入最多类黄酮的人，在晚年出现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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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早期迹象的可能性较小。具体来说，存在于黄色、橙色水果和蔬菜中的黄酮

类化合物，可将认知能力下降风险降低 38%，存在于蓝莓、黑莓和樱桃中的花青素

与认知能力下降风险减少 24%有关。这主要是因为黄酮类物质、花青素都有强大的

抗氧化特性，能减少大脑中的氧化应激。

9.异硫氰酸盐

异硫氰酸盐及其代谢产物可以促进雌激素转化为 2-羟基雌酮，进而弱化雌激素

异常引起的乳腺细胞的增殖和癌变。通俗地讲就是，多吃这些蔬菜可以降低乳腺癌

的发病风险。西兰花、芥蓝、油菜、小白菜、芥菜等十字花科的绿叶菜富含异硫氰

酸盐。

——摘编自《中国食品报》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认识蔬菜，并对蔬菜

进行分类；了解蔬菜

的营养价值

认识蔬菜，知

道蔬菜按照大

小、颜色的分

类

学会用两种分

类标准对蔬菜

进行分类，知

道常见蔬菜的

营养价值

能够用多种分类标

准 对 蔬 菜 进 行 分

类，知道蔬菜的营

养价值，能够在日

常生活中形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

养成细致耐心、热爱

劳动、自觉自愿劳动

的好习惯，明白劳动

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能够参与蔬菜

分类的劳动

积极参与蔬菜

分类及营养价

值认知，能够

在学习过程中

体会到劳动的

乐趣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

与劳动活动，有良

好的劳动习惯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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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年级）的任务群 1：清洁与卫生。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能

够完成教室地面和桌椅的清洁工作。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知道要每天清

洁、打扫教室的地面和桌椅，学习环境才会更加整洁、美观；在劳动能力方面，能

掌握正确的扫地方法、擦桌子方法，有序扫地、擦桌子，快速、高效地完成劳动任

务；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能主动承担集体劳动，为班集体出力并主动保持教室

里的清洁卫生；在劳动精神方面，能领会“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的意义与内

涵。

1.行为目标：学会使用扫把、抹布等劳动工具，能够按照一定的顺序将教室地

面扫干净、课桌椅擦干净。

2.认知目标：养成细致耐心、热爱劳动的习惯，明白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

道理。

1.重点：有序地将教室地面打扫干净，有序地把课桌椅擦干净。

2.难点：掌握各种劳动工具，如扫把、抹布等的使用方法。

1.课时：1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扫把、簸箕、两块木板、一盆水、抹布、油等。

（2）学生准备：家务劳动采访记录表、干抹布、湿纸巾（或湿抹布）等。

教学重难点

第四课 扫地擦桌我能行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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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扮演熊猫妈妈，再选两位学生，一位扮演熊猫乐乐，另一位读故事中除

熊猫妈妈和熊猫乐乐说的话以外的部分，朗读故事。

2.教师提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教师引导学生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

推荐一位同学进行分享。

3.教师提问：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会怎么做呢？

4.教师请几位学生回答后，小结：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家务劳动可以增进亲子

感情，并且主动参与家务劳动能帮助劳累了一天的爸爸妈妈减轻负担，因此我们要

积极主动地参与家务劳动，体验和家人一起劳动的快乐。

设计意图：通过课前采访并填写《家务劳动采访记录卡》，让学生明白家里每天都

需做哪些家务。家里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是爸爸妈妈每天辛勤劳动的结果，让学生

思考在这些烦琐的家务中，哪些是当前自己能够帮忙做的，激发本年龄段学生积极

主动参与家务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请小组长收回学生上次劳动课后发放回家填写的《家务劳动采访记录

卡》，以小组为单位整齐放在讲台上。

2.教师从每组的《家务劳动采访记录卡》中随机抽出一张来读。读完后，教师

提问：家里每天有这么多家务需要做，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教师随机抽一些学

生回答。

3.教师根据学生回答作总结：家里每天都需要做的家务有洗衣、做饭、洗碗、

扫地、擦桌子……这些劳动中，我们当前可以做扫地、擦桌子等家务。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学学如何又快又好地扫地、擦桌子吧。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问一问，填一填

教学过程

劳动最光荣



第四课 扫地擦桌我能行

23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在课堂上体验使用扫把，感受用好扫把学问多。

教学步骤：

1.教师引导：大家在学校参与过班级卫生清洁，你们是怎样扫地的呢？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进行“扫地传传传”游戏吧。

游戏规则：以列为单位，教师给每列第一排的学生发一把扫帚，让学生打扫自

己课桌椅下的地面，并把垃圾扫到下一位同学座位旁的过道里，然后把扫把传给下

一位同学，下一位同学也打扫自己课桌椅下的地面，扫出来的垃圾连同上一位同学

的垃圾一起扫到再下一位同学座位旁的过道里。依次类推，最后一排的学生把垃圾

汇集到一起，并扫进簸箕里。（教师在学生打扫的过程中随机拍照）

2.扫地结束后，教师请一些学生谈谈自己是怎么扫地的，有哪些窍门。

3.教师请一位同学站在讲台上，参与活动。

活动要求：先让该同学握住扫帚柄靠下的位置扫讲台，再握住扫帚柄的上端扫

讲台。其他同学仔细观察这位同学的动作，然后请这位扫讲台的同学谈谈手握在扫

帚柄的不同位置进行扫地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教师小结：握住扫帚柄的上端时，清扫的范围更大；握住扫帚柄靠下的位置

时，清扫的力度更大。清扫过道等面积大的地方的时候，握住扫帚柄的中部，清扫

的效率会更高。

5.教师提问：无遮挡的区域扫干净比较容易，但是墙角，凹槽等地方容易形成卫生死

角，这些地方我们该如何清扫？教师引导学生分小组讨论，并派出代表回答。

6.教师根据学生回答作小结：清扫墙角、凹槽等地方的时候，要握住扫把的下

端，且用扫把尖部接触墙角或凹槽，这样才能清扫干净。（教师可边讲边在教室里

示范清扫动作）

设计意图：通过动手体验用抹布擦桌子，让学生明白擦桌子的正确顺序，并拓展探

究如何根据不同污渍选择正确的抹布。

教学步骤：

1.全班同学用所带的干抹布和湿纸巾（或湿抹布）擦自己的课桌椅。教师随机

将一些同学擦桌子的情况拍摄下来。

2.教师请一些同学分享自己擦桌子的步骤，注意适时点评、多表扬，并小结：

擦桌子一般都是从上往下擦，先擦桌面，再擦桌腿。

活动 2 扫地

活动 3 擦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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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提问：针对水和油污，你会分别选择干抹布还是湿抹布来处理呢？说说

你的理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请几位学生分享自己的看法。

4.教师讲述：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就请大家仔细观察，

一起验证自己的看法吧。

教师演示：在一块木板上洒上水渍，先用湿抹布擦，再用干抹布擦，让学生观

察两次擦的结果。在另一块木板上涂上油污，先用干抹布擦，再用湿抹布擦，让学

生观察两次擦的结果。

5.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再次回答这个问题。

6.教师评价学生回答，并小结：一般来讲，我们擦桌子的时候，会先用湿抹布

擦几遍，再用干抹布吸干桌上的水分。湿的地方用干抹布擦，干的地方用湿抹布

擦。如果是黏稠的液体干了则要用湿抹布擦。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让学生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他们的劳动

自豪感。

教学步骤：由于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识字量和写字量有限，建议教师引导学生用口头

描述、画画或贴打印照片等方式展示他们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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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节课上的劳动活动中表现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1）能很好地使用扫帚；

（2）地面扫得很干净；

（3）桌子擦得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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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人人都要劳动，劳动成果来之不易的道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学会扫地、擦桌子了吗？你有什么小收获呢？

活动 4 秀一秀

活动 5 点赞榜

活动 6 小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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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发言，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论结果。

（若学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酌情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上的方框里，并小结：通过本节课的学

习，我们不仅学会了扫地、擦桌，还懂得了人人都要劳动的道理。希望你们能够积

极参与家庭劳动，养成保持家庭卫生的习惯。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扫地的正确步骤，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

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中的内容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建议教师用图片展

示，并配合口头讲解。可参考下面图片自行拍摄演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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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前面的回顾，教师引导学生反思自己在扫地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没有

做好。

4.教师选择几位学生分享自己还需改进的地方。

5.教师总结：孩子们，我们是家庭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责任让家保持干净和

整洁，让家变得温馨、舒适。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我们才会心情舒

畅、身体健康。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古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陈蕃。他才华出众，却非常懒惰。

一天，陈蕃父亲的朋友来拜访他，看到他的屋里脏乱不堪，就批评他说：“你

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一下呢？”陈蕃说：“我将来可是要治理天下、干大事的，为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1.拿扫帚 2.扫地 3.清扫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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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在意一间屋子呢？”父亲的朋友听了，立刻严肃地对他说：“你连一间小屋

子都扫不干净，将来又怎么能治理得了天下，干得了大事？”陈蕃顿时羞得脸都红

了。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学会使用扫把、抹

布等劳动工具，能

够按照一定的顺序

将教室的地面扫干

净、课桌椅擦干净

认识劳动工具，

并学会使用

学会使用劳动工

具，能够按要求

将自己的课桌椅

擦干净，并做好

地面的清洁

能够较好地使用劳动

工具，与他人协作将

教室及日常活动空间

的地面打扫干净、桌

椅擦干净，并保持

通过日常简单的清

洁劳动锻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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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参与日常的

清洁劳动

积极参与日常清

洁劳动，能够在

劳动过程中体会

到生活的乐趣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

劳动，养成良好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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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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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自己设计并完成贺卡的制作。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形成劳动与人类

生活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懂得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树立劳动最美好的观

念；在劳动能力方面，根据现有的材料，设计制作贺卡的方案，并用一定的技术、

工艺与方法完成贺卡的制作，形成基本的动手能力；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初步

养成安全劳动、合理利用材料的良好劳动习惯，能创造性劳动，养成专心致志的劳

动品质；在劳动精神方面，通过自己设计贺卡，培养勤劳、创新的劳动精神。

1.行为目标：了解贺卡的相关知识，能够设计并完成贺卡的制作，且在制作过

程中能反思问题并及时找出解决方法。

2.认知目标：养成合理利用材料、安全劳动的好习惯，明白美好生活是由劳动

创造的道理。

1.重点：掌握简单贺卡的制作方法。

2.难点：贺卡的设计。

1.课时：1～2 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设计贺卡的相关知识等；

（2）学生准备：《贺卡小调查记录表》、各色卡纸、彩色笔、剪刀、胶水、

尺子等。

教学重难点

第五课 小小贺卡传祝福

课程意义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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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让学生默读“劳动最光荣”板块的新闻稿。

2.教师提问：同学们，大家读了这则新闻稿后，知道这则新闻讲了什么事情吗?

教师请几个学生分享自己的理解。

3.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接着提问：你们见过贺卡吗？为什么贺卡可以传达自

己的感恩呢？教师请学生分小组交流，并选出代表进行分享。

4.教师总结：贺卡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意和祝福，不一样的节日，贺卡也有不一

样的寓意哟。

设计意图：通过课前调查及课中填写《贺卡小调查记录表》，让学生了解贺卡的类

型、内容及用途。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同学们，经过课前对贺卡的小调查，你们知道贺卡有什么内容

和用途吗？学生分小组交流自己的调查结果，并总结，然后选择一名代表进行分享。

2.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小组讨论结果填写教材上

《贺卡小调查记录表》的内容。在填写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指导。可参考下

表：

贺卡小调查记录表

地点：××商场 时间：××月××日

贺卡名称 贺卡内容 贺卡用途

春节贺卡 舞狮、窗花等 春节祝福

生日贺卡 蛋糕、祝福语等 生日祝福

… … …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了解贺卡

劳动最光荣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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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提问：经过调查，同学们都有什么收获呢？教师请几个学生回答。

4.教师总结：贺卡是我们情感交流的好帮手。经过自己精心设计的贺卡，再写

上最诚挚的祝福送给他人，会更有意义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动手设计制作贺

卡吧。

设计意图：学生动手设计贺卡的过程中，感受创新性劳动的魅力。

教学步骤：

1.教师讲解：贺卡的使用场景和用途非常广泛，每种场景下的贺卡特点也不尽

相同。我们应该在设计前明确贺卡的用途和使用者，这样才能设计出符合需求的贺

卡。例如，如果要送给朋友表示生日的祝福，那么贺卡的主题可以是温馨、可爱

等；如果要送给长辈表示感谢，那么贺卡的主题可以是简洁、大方等。

2.教师演示：如何选择颜色、图案和文字来设计贺卡。（例如，选择明亮的颜

色可以营造出欢快的氛围；选择可爱的图案可以增加贺卡的趣味性；选择恰当的文

字可以明确表达出贺卡的意义）

3.学生练习：学生分组合作，根据教师讲解和演示的内容，确定用途、使用者

和主题，设计一张贺卡。教师指导，提出改进意见。

4.教师提问：贺卡已经设计完成，你们的贺卡是怎样的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吧。教师请学生派出小组代表进行分享。

5.教师点评学生创意，并小结：贺卡设计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活动。接下

来，我们就一起把自己的创意贺卡制作出来吧。

设计意图：通过动手制作贺卡，让学生感受劳动的快乐，明白劳动能够创造美好。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你们都准备了什么工具和材料呢？使用这些工具和材料时，我们

应该注意什么呢？教师请学生分小组讨论，并选出代表进行回答。

2.教师根据学生回答进行点评，并小结：使用小刀（或剪刀）时要小心，注意

安全。而在使用颜料时我们要注意爱护桌面，讲究卫生，不要乱抹颜色。

3.教师指导：播放制作贺卡的视频，并小结制作的步骤。[例如，制作贺卡的

基本步骤：（1）构图；（2）裁剪；（3）装饰；（4）写祝福语。]

活动 2 设计贺卡

活动 3 制作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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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引导学生分组合作，动手制作贺卡。教师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制作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让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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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识字量和写字量有限，教师可引导学生用直接展

示或贴打印照片等方式展示他们的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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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节课上的劳动活动中表现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1）对贺卡有了更多的了解；

（2）能够独立完成贺卡制作；

（3）制作过程中能反思问题并及时找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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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学会设计、制作贺卡了吗？你有什么小收

获和感悟呢？

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选择代表发言，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论结果。

（若学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结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学会了设计、制作贺

卡，还懂得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多动脑、动

活动 4 秀一秀

活动 5 点赞榜

活动 6 小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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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形成基本的劳动能力。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上的方框里。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制作贺卡基本步骤，提高劳动能力，自主

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的内容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建议教师采用图片的

形式来展示这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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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前面的回顾，让学生反思自己在制作贺卡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

4.教师邀请几位学生分享自己还需改进的地方。

5.教师点评学生分享，并总结：同学们，贺卡可以传递我们的祝福、感恩等美

好的情感，是我们重要的情感交流媒介。元旦要到了，请你们动手给爸爸妈妈设计

并制作一个贺卡吧。

名帖贺卡的前世今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礼”，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礼节中的许多内容是

靠形式来表达的，如贺卡。在个人重大事情或公共节日前呈送贺卡,一来形式庄重，二来

提早通报对方，于人于己均方便。故自汉朝以来，贺卡作为一种传统形式一直延续

保留，只是名称有所变化。

贺卡初期叫“名帖”,以介绍自己为主。西汉称为“谒”,今天贵宾相见还在说

“拜谒”。东汉后叫“名刺”,就是我们常用的名片。唐宋以后，贺卡的名称及功

能有所发展，称为“门状”或“飞帖”。到了明清，又叫“红单”“贺年帖”等。

名帖贺卡原是本人亲自呈送，以示郑重。但到了宋朝，商业气息浓厚，人们也日渐

繁忙，不能亲送者，就派仆人呈送，逐渐形成风俗。

贺卡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的媒介，而此种交往又往往以短句表达。例如，宋

代常写“敬贺正旦”。在今天，贺卡上的语句也很简洁，久而久之，贺语就逐渐程

式化，讲究喜庆。互送吉语，传达人们对生活的期望与憧憬。

——摘编自马未都：《说说“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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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贺卡的相关

知识，能够设计

并独立完成贺卡

的制作

了解贺卡的

相关知识

能够在设计贺卡时有

自己的独特想法，安

全地完成贺卡制作

能够自己独立设计并

制作贺卡，且能积极

主动地反思问题，并

解决问题

养成合理利用材

料、安全劳动的

好习惯，明白美

好生活是由劳动

创造的道理

能够进行贺

卡的制作，

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

积极参与贺卡的设计

和制作，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能够在劳

动过程中体会到生活

的乐趣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与

劳动，养成良好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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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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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完成饲养小金鱼的任务。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在持续的劳动中，树

立劳动最光荣的观念；在劳动能力方面，积极开展学习、阅读、查阅、请教、交

流，提高自己的养殖知识和技能，并进行小金鱼的养殖；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

能自觉自愿劳动，养成安全规范、有始有终的劳动习惯，养成有责任、有担当的品

质；在劳动精神方面，通过持续性的劳动，培养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劳动精神。

1.行为目标：了解金鱼的生活习性。认识常用的养殖金鱼的工具，并学会安全

使用。初步学会金鱼的饲养方法和操作技巧。

2.认知目标：培养学生热爱动物、保护动物的意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养成

热爱劳动、有始有终的好习惯，明白劳动创造美好的道理。

1.重点：了解金鱼的生活环境、食物、饲养管理及注意事项。

2.难点：激发学生观察、探究小动物生活习性的兴趣，让学生感受饲养带来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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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实践活动室使用申请》、金鱼的图片、相关视频、金

鱼、鱼缸、鱼食等。

教学重难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第六课 养小金鱼

课程意义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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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准备：金鱼的相关资料、白纸等。

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请 5位同学分段朗读故事。

2.教师提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推荐一位同学

进行分享。

3.教师提问：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会怎么做呢？

4.教师请几位学生回答后，小结：饲养小金鱼前，我们一定要学习相关的知

识，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然后持之以恒地进行饲养。

设计意图：通过多种方法使学生了解金鱼的相关资料，并填写记录表，激发学

生对饲养金鱼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在 PPT 上展示图片，并给每组学生一个饲养着金鱼的鱼缸，请学生

仔细观察。

2.教师提问：金鱼的身体是怎样的？它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分别有什么作用

呢？你们能画出来吗？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画出金鱼的身体，选出小组代

表进行汇报。（在学生讨论并画金鱼时，教师指导）

3.教师评价学生汇报的内容，并小结：金鱼是鱼类中长得最漂亮的，有水

中牡丹的说法，它的品种很多。金鱼是用鳃呼吸的。鱼鳍分为背鳍、胸鳍和腹

鳍。背鳍是保持平衡的；胸鳍是控制前进的方向和停止的；而腹鳍，是用来拐

弯的。金鱼的尾巴可以帮助他们控制方向。

4.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小金鱼吃什么”的游戏。

游戏规则：教师随机选择几位同学参与游戏。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想一想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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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依次问这些学生：“×××，小金鱼吃什么？”被问到的学生回答小金鱼

吃的一种食物。若有学生不知道，可以自行选择一个同学（可以不是教师选择

的活动参与者）帮他（她）回答，然后活动接着进行。（教师注意控制参与学

生的人数及活动时长）

5.活动结束后，教师引导所有学生一起总结金鱼的食性：金鱼是杂食性动

物，可以吃的食物有很多。首先金鱼吃水草、水藻、浮萍、蚯蚓、面包和馒头

碎、内脏碎块等，还有动物饲料如面包虫、线虫、鱼虫等。其次金鱼可以吞食

较硬的饵料。另外，在喂养的时候尽量将动物饲料、植物饲料及含有蛋白质的

饲料结合起来喂养。最后需要控制好喂食量，避免它们出现肠道疾病。

6.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调查及前面的活动，填写书中《金鱼资料记录

表》，并让小组交流总结，然后选出代表进行汇报。（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教

师进行指导）可参考表格中的内容：

金鱼资料记录表

金鱼食性
金鱼是杂食性动物

适宜水温 金鱼喜冷不喜热，一般水温不要超过 28℃

喂食频率

喂养金鱼时，根据金鱼的大小定时定量投喂食物，每天喂食一

两次为宜

换水频率
一般天热时两三天换一次水，天气冷时一个星期换一次

注意事项

自来水要晾晒 2～3 天使用，换掉原有水的 2/3，换水时鱼不

离缸。如果养殖金鱼数量少可以不用制氧机

7.教师评价学生的汇报，并小结：金鱼不知道饥饱，喂食要本着“定时

定量，宁饿勿饱”的原则。鱼缸要时刻保持干净卫生。一个卫生干净的环境

可以预防金鱼的病害，换水可以去污物防缺氧。如果有金鱼生病了，一定分

开养。

设计意图：通过饲养金鱼实践，培养学生热爱动物、热爱劳动并坚持劳动的

品质。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饲养金鱼时，要换水、喂食，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吗？

2.教师演示：给金鱼换水并喂食。学生仔细观察。

活动 2 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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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演示完后，引导学生进行换水、喂食。（学生操作时，教师进行

指导）

4.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在饲养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应该怎么办？学

生分小组讨论，并派代表进行分享。

5.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点评并建议：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慌

张，冷静地思考解决办法。如果有自己或同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及时向老

师或家长寻求解决方法。

6.教师引导学生持续饲养金鱼并填写教材中第 39 页的表格。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劳动成果，让学生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他们

的劳动自豪感。

教学步骤：由于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识字量和写字量有限，教师可引导学生在饲

养的过程中，用贴打印照片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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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主动参与劳动的兴趣。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这节课上的劳动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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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饲养金鱼的相关知识；

（2）我能独自照顾好饲养的金鱼；

（3）我完整记录了金鱼的生长情况；

（4）我养的金鱼健康、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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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需要持之以恒地劳动，才能创造美好

生活的道理。

活动 3 秀一秀

活动 4 点赞榜

活动 5 小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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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1.教师提出问题：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们知道应该怎样饲养小金鱼吗？

你们有什么收获和感悟呢？

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起来发言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论

结果。（若学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结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学会了饲养金

鱼，还懂得了劳动需要长期坚持的道理，我们要养成安全规范、有始有终的劳

动习惯。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第 41 页的方框里。

设计意图：巩固并拓展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金鱼喂养的小知识。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中的内容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

2.教师引导学生一起边看 PPT 展示的内容边学习与回顾饲养金鱼的知识。

3.通过前面的学习与回顾，让学生反思自己在饲养金鱼过程中有哪些地方没有

做好。

4.请同学分享自己还需改进的地方。

5.教师总结：同学们，饲养金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家一定要精心细致、有

始有终，照顾好小金鱼哟。

金鱼的疾病防治

庭院养殖要坚持预防为主，及时诊断，对症用药。尤其是冬去春来，由于冬天

长时间少动，阳光照射不足，金鱼体质较弱，这个时间是疾病容易潜伏的时期。每

年初春季节，要保持经常晒太阳，增强金鱼的体质。

观赏鱼鱼池和养殖工具要及时消毒。结合清池换水，将强氯精溶液泼洒于池

壁、池底，或者用 3% NaCl溶液或 20 mg/L KMnO4溶液等，消毒 20 到 30 分钟后再

用清水冲净。网箱、抄网等工具要定期用消毒液消毒。鱼病流行季节，在全池泼洒

药物消毒的基础上，定期投喂药饵。要特别注意防止猫、鼠、蛙等相关动物的

危害。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指导手册 ●教师用书 一年级上册

38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了解金鱼的生活习性。

认识常用的养殖金鱼的

工具，并学会安全使

用。初步学会金鱼的饲

养方法和操作技巧

知道一些金鱼

的生活习性，

了解养殖金鱼

的工具

学会养殖金鱼的

方法，能够完成

金鱼的养殖

有足够的理论知

识，能够较好地使

用工具，并能坚持

细心的饲养金鱼

培养学生热爱动物、保

护动物的意识。培养学

生的责任感，养成热爱

劳动、有始有终的好习

惯，明白劳动创造美好

的道理

能够参与养殖

小动物，并热

爱动物

积极参与养殖劳

动，能够在劳动

过程中体会到劳

动的乐趣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

与劳动，养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明白

饲养劳动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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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年级）的任务群 2：整理与收纳。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能

够完成玩具的整理任务。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在劳动中树立劳动最光荣

的观念；在劳动能力方面，对玩具进行分类，学会“一露九藏”的收纳方法，并完

成玩具的整理与收纳任务；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能自觉自愿劳动，养成安全劳

动的劳动习惯，养成热爱劳动、辛勤劳动的品质；在劳动精神方面，通过持续性的

劳动，培养持之以恒的劳动精神。

1.行为目标：学习整理和收纳的方法，并完成玩具的整理工作。

2.认知目标：形成家庭和学校生活中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养成自己整理

物品的好习惯，感受到劳动的乐趣。

1.重点：学习有序整理的方法，培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

感，养成整理物品的好习惯。

2.难点：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学生生活能力。

1.课时：2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各种玩具、一张散乱放置各种玩具的图片、几个收纳箱

箱、多功能螺丝刀等。

（2）学生准备：自己所有玩具的照片、一块抹布等。

教学重难点

第七课 整理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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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有感情地朗读“劳动最光荣”中的故事。

2.教师提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教师引导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个

小组推荐一位同学进行分享。

3.教师提问：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会怎么做呢？

4.教师请几位学生回答后，小结：玩具就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我们。随着我们逐

渐长大，玩具积累得越来越多。随着玩具的增多，家里越来越乱了，拿取玩具也越

来越不方便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怎样把玩具整理得有序吧。

设计意图：通过思考、讨论整理玩具的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

生学习的热情。

教学步骤：

1.教师引导学生分享“我的玩具”：请 3～5 个学生分享自己有的玩具，以及

自己对它们的喜爱程度等。

2.教师请学生拿出自己的玩具照片，并提问：在你们的照片中，玩具是怎么样

的？有没有受伤？它们都找到合适的家了吗？教师随机选择几位同学进行分享。

3.教师点评学生的分享，并小结：我们的玩具大多都受伤了，还有不少玩具都

没有“回家”，玩具该有多伤心呀。

4.引导学生参加游戏：看谁找得快。

教师将准备好的玩具散乱地放在课桌上（或者在 PPT 上展示散乱放置玩具的图

片），然后说出桌上或图上的任意一个玩具的名字，请学生仔细寻找，并指出玩具

的位置。学生举手抢答。

5.游戏结束后，教师总结学生参加游戏的状态。然后提问：在游戏的过程中，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想一想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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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觉得这样找寻玩具方便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玩具找起来更方便呢？学

生举手回答。

6.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小结：对玩具进行选择和整理可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

找到玩具。

设计意图：通过学习收纳原则、整理方法以及实践整理玩具，体会劳动的快乐。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选择、整理并收纳呢？你们一般都是怎样做的？

2.教师选择一个或两个同学演示自己的收纳方法（教师准备玩具），其余学生

仔细观察并思考自己的整理方式。

3.待演示完成后，教师引导学生分小组交流自己整理方式的异同。（教师在学

生交流过程中进行指导）

4.学生交流结束后，教师进行点评并总结整理玩具的步骤，在 PPT 上展示教材

第 46～47 页的内容。

建议教师在 PPT 上展示时减少文字量。如展示“玩具收纳原则——一露九藏”

时，展示图片，并配合讲解：玩具收纳的原则中，“一露”指的是少量玩具采用展

示型收纳或摆放在最方便拿取的地方，而“九藏”指的是其余多数玩具采用隐藏式

收纳。“一露九藏”的图片参考（PPT）：

5.教师讲解：在了解了整理玩具的方法和步骤后，我们就一起回家整理自己的

玩具吧，要拍下自己整理好的玩具区哟。

第 2课时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让学生享受劳动带来的成就和快乐，激发学

生的劳动自豪感。

活动 2 做一做

活动 3 秀一秀

九藏（多数）一露（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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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教师引导学生用贴打印照片的方式展示他（她）们的劳动成果，并与整理之前

拍的照片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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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整理玩具的劳动活动中表现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给自己点赞吧。

2.教师在 PPT 上展示：（1）了解玩具的收纳原则；

（2）知道玩具常用的三种收纳空间；

（3）能够自己整理好自己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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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人人都要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出问题：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知道应该怎样整理玩具了吗？你有什

么收获和感悟呢？

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论结果。（若学

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结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整理玩具的

方法，还懂得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道理。我们要养成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劳动

品质。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上的方框里。

设计意图：拓展学习，帮助学生拓展玩具收纳的方法。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你们一般将玩具收纳在哪里呢？教师选择 2～3 个学生回答。

2.教师继续提问：针对不同的收纳空间，你们有什么收纳妙招吗？学生分小组

活动 4 点赞榜

活动 5 小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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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讨论，然后选择一个学生进行分享。

3.教师评价学生分享，并总结针对不同收纳空间的收纳方法。（教师将教材上

“劳动小帮手”中的内容展示在 PPT 上）

4.教师小结：同学们，整理玩具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养成随用随收的好

习惯，这样玩具就不会受伤，也不会找不到家了。

手办玩偶的展示架收纳

越来越多同学喜欢收集手办玩偶，那我们应该怎样展示和保管它们呢？我们可

以打造一个手办玩偶架来收纳和展示它们。收纳步骤：

（1）准备展示架，根据玩偶的多少及家里的空间，选择一个合适的架子；

（2）准备纳米胶和剪刀，准备手办玩偶；

（3）剪下纳米胶粘贴在玩偶的底部，修剪好纳米胶的大小（按玩偶的底部大

小修剪），最后撕掉纳米胶的塑料膜，粘贴在展示架上；

（4）重复步骤粘贴其他玩偶。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学习整理的方法和

收纳方法，并完成

玩具的整理工作

知道整理的方

法 和 收 纳 方

法，也能参与

玩具的整理

有足够的理论知

识，能够较好地使

用收纳工具，并能

整理自己的玩具

积极地参与玩具整

理与收纳，能及时

整理自己的玩具，

且能保持整齐

形成家庭和学校生

活中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的意识，养成

自己整理物品的好

习惯，感受到劳动

的乐趣

能 够 整 理 玩

具，并形成自

己的事情自己

做的意识

积极参与玩具整理

与收纳劳动，能够

在劳动过程中体会

到乐趣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

与劳动活动，有良

好的劳动习惯，明

白劳动一个持续的

过程，劳动创造美

好生活

教学加油站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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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内容属于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第一学段

（1～2 年级）的任务群 1：清洁与卫生。在本学段中，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能

够完成家庭垃圾分类。本课要求学生在劳动观念方面，体会到劳动对日常生活的重

要性，能在劳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艰辛与快乐，初步形成喜欢劳动、积极参加劳动

的态度；在劳动能力方面，在完成家庭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初步掌握家庭垃圾处理

的基础知识、基本步骤与操作方法；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初步养成认真负责、

有始有终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在劳动精神方面，能在劳动过程中，养成不怕脏、不

怕累的精神。

1.行为目标：知道垃圾的分类概念，认识垃圾分类的标志和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初步学会垃圾分类的方法。

2.认知目标：认识垃圾是宝贵的资源，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重点：学会正确地进行家庭垃圾分类，合理地处理家庭垃圾。

2.难点：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并带动身边的人正确地分类家庭垃圾。

1.课时：1～2课时

2.场地：教室

3.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PPT、垃圾桶、家庭常见垃圾的照片或图片（根据学生的分

组，准备几份）等。

教学重难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第八课 家庭垃圾我会分

课程意义

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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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准备：家庭垃圾观察（不同房间的垃圾）并填写教材第53页表格等。

设计意图：激发兴趣，导入本课主题。

教学步骤：

1.教师引导学生齐读“劳动最光荣”中的故事。

2.教师提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推荐一位同学

起来分享。

3.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小结：垃圾分类不仅对森林里的动物们很重要，而且

对于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很重要。

设计意图：通过对家庭垃圾的分享与探究，让学生明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教学步骤：

1.教师引导学生分享自己观察到的不同的生活空间产生的垃圾。（请 3～5 个

学生分享即可）

2.教师点评学生分享，并提问：想一想，我们家庭生活产生的垃圾中，什么垃

圾最多呢？是果皮、废纸，还是其他呢？教师引导学生举手回答。

3.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提问：那这么多的垃圾，我们要怎么处理呢？直接混

合扔掉会有什么影响呢？学生分组讨论，并选择一名代表进行发言。

4.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小结：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若我们对它们进行分

类，可能会有独特的用处。

5.教师在 PPT 展示下列内容并进行讲解。

你知道吗?

回收 1吨废纸可造好纸 800 千克，少砍伐 16 棵大树!

回收 1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 0.7 吨生产汽油和柴油的二次原料;

回收 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0.9 吨……

6.教师小结：垃圾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国家的发展以

劳动最光荣

劳动伴我行

活动 1 探一探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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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设计意图：让学生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并分组进行日常生活中垃圾的分类，养成

垃圾分类的习惯。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一般我们将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你们知道这几种垃圾的标志吗？放这几种垃圾的桶是什么颜色呢？学生

分组讨论交流，然后选择一名代表进行回答。

2.教师点评学生回答，并小结。

在 PPT 上展示：分别装这四种垃圾的垃圾桶（带上标志），示例：

3.教师提问：知道了垃圾可以分为这四类，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垃圾分类呢？

你们一般都是怎样分类的？学生分小组交流讨论后，选择一名代表分享。

（教师在学生交流讨论的过程中进行指导）

4.学生分享结束后，教师指导学生学习“小猪分类法”。

5.教师引导学生参加活动“我会分一分”。

（1）教师给每组学生发一份家庭常见垃圾的照片（或图片），请学生按照

活动 2 认一认

猪可以吃的 猪吃了会死的卖了可以买猪的猪都不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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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分类法”给这些物品分类。（学生分类的过程中，教师指导）

（2）每个小组分类完成后，进行汇报、展示。

6.教师点评学生分类的准确性，并引导学生认识家庭常见垃圾所属的垃圾类

别。（教师可以通过 PPT 展示教材第 54 页内容来引导学生）

设计意图：通过探究怎样减少垃圾，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激发学生探索思考劳动

的意义。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学会了家庭垃圾分类的方法，我们应该怎样放置垃圾桶，才可以

更好地实现家庭垃圾分类呢？教师引导学生回答。

2.教师总结学生回答，并指导：厨余垃圾桶可以放在厨房，其他垃圾桶可以放

在卫生间。

3.教师提问：想一想，家里哪些垃圾产生的过多，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垃圾量？

4.教师请学生分组探讨这一问题，并用表格呈现过多产生的垃圾和解决方法，

然后请小组代表进行分享。

5.教师总结：同学们，废弃的垃圾并非毫无用处，经过适当的处理，可以变废

为宝。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坚持做好垃圾分类，减少资源浪费，为保护我们的

生活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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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节课的劳动已经结束了，你在家庭垃圾分类的劳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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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垃圾分类的意义；

（2）能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过多产生的垃圾 解决方法

纸巾、湿巾使用过多 减少纸巾、湿巾的浪费

一次性用品使用过多 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用品

活动 3 做一做

活动 4 点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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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分类投放垃圾；

（4）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3.教师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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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在回顾和反思中懂得人人都要参与劳动，这样才能创造

美好生活的道理。

教学步骤：

1.教师提问：通过本次劳动实践，你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家庭垃圾了吗？

你有什么小收获呢？

2.学生分小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起来发言总结自己所在组的讨

论结果。（若学生有说得不完整或表述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可进行补充和完善）

3.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结果：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垃圾分

类的方法，还懂得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养成垃圾分

类的习惯。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收获写在教材上的方框里。

设计意图：巩固课堂所学，帮助学生掌握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增长学生的

劳动知识，自主体验劳动的乐趣。

教学步骤：

1.教师将“劳动小帮手”中的内容制作成 PPT，展示给学生，并引导学

生回顾四种垃圾主要包含的垃圾类别。

2.通过回顾，让学生反思自己在垃圾分类时，有哪些分类是不准确的。

3.请同学分享自己需要进行重新分类的日常生活垃圾。

4.教师总结：垃圾分类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让我们把学到的知识分

享给身边的人，大家一起帮助垃圾回到正确的地方，一起守护地球母亲吧。

科学有效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

生活垃圾经过投—收—运后就到了处理环节。生活垃圾在垃圾处理厂进行集中

处理，根据垃圾分类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不同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都是可

活动 5 小小心得

劳动小帮手

教学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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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用的，一种处理方法，可以处理多类的垃圾，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垃圾分类的

处理方法吧。

一、可回收物的处理方法

1.垃圾再生法：垃圾经分类后，对其中可直接利用的物质进行再回收利用。

如：废弃的玻璃、塑料、金属、纸张书报、木材废布、废油等。

2.垃圾焚烧发电法：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既能彻底消毒除害，又能

使垃圾变成了能源。

3.垃圾堆肥法：依据传统的农业积肥原理，利用有机垃圾和土壤中的微生物将

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用于改良土壤。

4.垃圾生物降解法：运用具有多功能高降解能力的多种菌群，对垃圾中的有机

物和无机物加快分解，使其变废为宝、物尽其用。按菌种不同，垃圾生物降解又分

为厌氧降解和氧化降解两种。可见，处理可回收垃圾需要注意方法。

二、有害垃圾的处理方法

1.填埋：对于一些有害垃圾，可以采取填埋的方法进行处置。填埋方法就是提

前挖好一些坑洞，然后把搜集而来的一些有害垃圾集中倒入，然后进行填埋，让时

间去慢慢地分解掉这些有害垃圾。

2.焚烧：处理一些有害垃圾，也可以采取焚烧的方法，但焚烧垃圾有一个很大

的坏处，就是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甚至一些有害的垃圾，还必须要经过特殊

的焚烧去处理，采用其他方法根本无法处理干净，所以处理一些特殊的有害垃圾就

必须采取焚烧的方式。

3.特殊处理：还有一些有害的垃圾处理，就必须经过特殊的处置程序，程序很复杂，

但处置程序又很有必要，因为只有经过这种复杂的程序才能把这些垃圾成功地进行分解，

进而把这些垃圾成功地处置掉，不至于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影响。

4.堆肥法：对待一些特殊的有害垃圾，也可以采取堆肥的方法进行处理，所谓

的堆肥，就是将这些有害的垃圾堆积在一起，堆积一定的时间，然后通过垃圾间的

相互化学作用，把这些垃圾进行一些分解，产生的这些新物质，还可以用在其他地

方，实现资源再利用。

三、厨余垃圾的处理方法

1.填埋：厨余垃圾填埋法处理，是一种厌氧消化处理方法，可将其中的有机物

分解生成 CH4，且可以将垃圾完全处理掉。这种技术方便，不会留下残余物的处理

问题。

2.肥料化处理法：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类，把垃圾放入厨余垃圾粉碎机中，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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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合适的颗粒，加速厨余垃圾的脱水、氧化和降解，然后再喷上厌氧或者好氧

菌，避免因通气不良而出现堆肥温度上升慢、臭气产生量大、搬运搅拌不方便等问

题，再把粉碎后的厨余垃圾从进料口放入厨余垃圾处理机中，经过搅碎、发酵、风

干等步骤，转化成颗粒状的有机肥即可。

3.饲料化处理法：厨余垃圾的饲料化处理原理是利用厨余垃圾中含有的大量有

机物，通过对其粉碎、脱水、发酵、软硬分离后，将垃圾转变成高热量的动物饲

料，变废为宝。

4.能源化处理法：厨余垃圾的能源化处理是在近几年迅速兴起的，主要包括焚

烧法、热分解法、发酵制氢等。焚烧是在特制的焚烧炉中进行的，产生的热能可转

换为蒸汽或者电能，从而实现能源的回收利用。

5.微生物处理法：厨余垃圾微生物处理是指将安全的微生物菌剂投入垃圾处理

箱体内，与厨余垃圾充分混合搅拌，通过释放大量消化酶将厨余垃圾分解成

水、二氧化碳和生物热能的技术，工作期间微生物无须加热、加氧，垃圾处理

率超过 99.37%。产生的废水，经检测可纳管排放，也可灌溉绿植，水中的微生物

菌种可改善土壤环境。

四、其他垃圾的处理方法

其他垃圾指危害比较小，没有再次利用的价值的垃圾，如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等，一般都采取填埋、焚烧、堆肥等方法处理。其他垃圾是可回收物、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剩余下来的一种垃圾种类。

1.填埋：填埋是大量消纳城市生活垃圾的有效方法，也是所有垃圾处理工艺剩

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直接填埋法。所谓直接填埋法是将垃圾

填入已预备好的坑中盖上压实，使其发生生物、物理、化学变化，分解有机物，达

到减量化和无害化的目的。填埋处理方法是一种最通用的垃圾处理方法，它的最大

特点是处理费用低，方法简单，但容易造成地下水资源的二次污染。

2.焚烧：焚烧法是将垃圾置于高温炉中，使其中可燃成分充分氧化的一种方

法，产生的热量用于发电和供暖。目前较为先进的垃圾转化能源系统可将湿度达 7%

的垃圾变成干燥的固体进行焚烧，焚烧效率达 95%以上，同时，焚烧炉表面的高温

能将热能转化为蒸汽，可用于暖气、空调设备及蒸汽涡轮发电等方面。

3.堆肥：将生活垃圾堆积成堆，保温至 70℃储存、发酵，借助垃圾中微生物分

解的能力，将有机物分解成无机养分。经过堆肥处理后，生活垃圾变成卫生无味的

腐殖质，既解决垃圾的出路，又可起到再资源化的作用。

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发展出新的处理技术，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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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还是需要规范化管理投—收—运环节。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都会对后面的处理环节提供便利，一起行动起来吧！

评价目标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在劳动的过程中，

知道垃圾的分类，

认识垃圾分类的标

志、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初步学会垃

圾分类的方法

知道垃圾分为四

类，且知道四类

垃圾的标志

了解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初步学

会垃圾分类的方

法，并积极参与

劳动

知道垃圾分类的理

论知识，积极主动

参加劳动，并能准

确进行分类

在劳动的过程中，

认识垃圾是宝贵的

资源，树立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意

识，养成垃圾分类

的好习惯

知道垃圾是宝贵

的资源，学会垃

圾分类

积极参加垃圾分

类，树立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

意识

热爱劳动并积极参

与劳动，养成良好

的垃圾分类习惯，

明白劳动是生活中

最基本的实践活

动，劳动创造绿色

生活

教学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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