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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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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20〕7号），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

现就我省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制定以下工作措施。 

一、总体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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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以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内容，

加强劳动教育整体设计，着力建设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

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打造多元化、专业化劳动教育师资队

伍，丰富具有陕西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资源，完善经费投入、安

全保障机制，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协同推动的劳动教育

工作格局，全面建设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通过劳动教

育，使学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深刻认识劳动创造价

值、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树立正确劳动价值取向。

培养学生必备的劳动能力，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具备在

劳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良好的劳动

习惯和品质，继承和弘扬劳动精神，形成主动劳动、坚持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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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习惯和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品质，具备主动作为、实干奉

献的责任担当意识与公共服务意识。 

二、全面构建劳动教育体系 

（一）整体规划劳动教育内容。小学低年级要注重劳动意识

的启蒙，以个人生活起居为主要内容，学习日常生活自理，感知

劳动乐趣，初步认识劳动最光荣，热爱劳动。小学中高年级注重

劳动习惯的养成，以校园劳动和家庭劳动为主要内容，学会主动

分担家务，适当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初步养成热爱劳动、热爱

生活的态度。初中要注重增加劳动知识与技能，适当参加社区服

务和生产劳动，初步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与职业

意识。普通高中要注重丰富职业体验，开展服务性劳动和生产劳

动，熟练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理解劳动创造价值，养成服务他人

与社会的劳动情怀。职业院校重点结合专业特点，增强职业荣誉

感和责任感，提高职业劳动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普通高校要重视创造性劳动锻炼，

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结合学科专业开展志愿服务、勤工俭学、

社会实践、实习实训等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积累职业经验，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使学生具有到艰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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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神和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

奉献精神。 

（二）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

统加强劳动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课时。职业院

校要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

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本科阶段不少于 32学时。除劳动教育必

修课程外，其他课程须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

容。中小学要在语文、历史、思政等学科中渗透劳动观念，在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中增加动手实践环节。职业院校要

在公共基础课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在专业课中渗透工匠精神。

普通高等学校要把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鼓励各地、各校深入挖掘陕西特色文化中的劳动

教育资源，将劳动教育与红色基因传承、绿色生态文明、高新科

技、现代农业、文化深度融合，开发具有陕西特色的劳动教育课

程。 

（三）研发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加强劳动教育教材建设，研

发符合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要求和实际、适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的

劳动教育教材、劳动实践指导手册、专题读本、示范教案。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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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校四级教研体系，打造劳动教育精品课例，围绕劳

动教育课程建设、教学创新、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等，开展劳动教

育精品课程评选、公开课观摩、示范课培训、优秀实践成果展示

等活动，形成一批高质量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精品示范课例。建

立优质教学资源库，组织研发展示劳动过程、劳动安全要求的数

字资源，梳理遴选来自教学一线的典型案例和鲜活经验，形成分

学段、分专题的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包，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与使

用。 

（四）开展劳动素养评价。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体系，以劳动教育目标、内容要求为依据，明确劳动实践类型、

次数、时间等考核要求，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

健全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建立公示、审核制度，

确保记录真实可靠。把劳动教育课程及实践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成长档案。

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

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

参考或依据。 

三、拓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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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丰富校内劳动实践活动。科学设计校内劳动项目，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内劳动实践活动。通过制定劳动公约、每日

劳动常规任务单、学期劳动任务清单，让学生自觉参与校园卫生

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和管理服务等力所能及的劳动，

高等学校可结合专业特点，开展助研助管助教、勤工俭学等劳动

实践，提高学生劳动意识，养成良好劳动习惯。组织实施大中小

学劳动周，举办“劳模大讲堂”“大国工匠进校园”先进事迹报

告会、劳动成果展示、劳动技能竞赛等技能与劳动展示的交流活

动，创新劳动教育方式，增强劳动教育吸引力。 

（六）强化日常家庭劳动教育。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

场所，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劳动教育观，注重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

培育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利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

践机会，鼓励孩子自觉承担家务劳动，主动参与家庭事务管理。

针对孩子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布置洗碗、洗衣、扫地、做饭、

整理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每年让孩子有针对性地学会 1至 2

项生活技能。鼓励孩子利用节假日参加各种社会劳动，帮助孩子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养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良

好习惯。学生参加家务劳动和掌握生活技能的情况要按年度记入

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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