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校劳动美实践活动总结 劳动实践
活动总结(通用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优秀的总结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
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学校劳动美实践活动总结篇一

在全校师生的参与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校的劳动实践
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将一年的情况作个小结。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知识和技能，
最终让学生热爱劳动，感受劳动的快乐。”是我校课外实践
活动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学生的素质不仅是基础文化素质，
而且还应包括各种体力、能力和知识面，包括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的树立，只有全面地进行教育教学行为，才会让学生
形成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乐观向上、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
风貌，才会形成客观看世界主观去努力的良好人格。新课程
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者之间相互沟联，缺一不可。知识与技能是骨架表皮，方
法与过程是血脉筋络，情感态度价值观是灵魂思想，学生的
知识与技能除了认真学习书面教材以外，更需要课外的社会
资源的大量补充，才能有机地结合社会理解课文，理解社会，
形成能力，造就人才。

为了更好地领导开展学校劳动实践活动，开发课程资源，让
学生有全面发展的机会，学校组织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劳
动实践基地领导小组。制定了详实可行的计划，并选派王海、
王x、刘小军等几位老师担任劳动实践指导老师。老师学生一
起干，全员参与，分工合作，老师教学生，学生教学生，互



帮互学，教学相长，营造劳动实践氛围，让大家在劳动中快
乐，在快乐中成长。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收的喜悦。我们通过劳动在物质有了收
获。物质上的收获固然可喜，更主要的是在精神上有了丰硕
的成果。劳动实践活动，消除了学生劳动可耻观念，感受到
了干活中的伟大，劳动中的成果，辛勤的汗水可以换取丰收
的喜悦，有利于学生今后一生旅途中迎难而上、刻苦耐劳精
神的发挥；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懂得劳动虽然辛苦，但是
劳动的过程却是愉悦的，特别是看着劳动成果茁壮成长，使
他们有了“学习如禾如苗，懒惰如蒿如草”的人生感悟，更
加珍惜劳动成果，更觉生活快乐；劳动实践活动，为新型的
人才打下思想基础。现代化需要知识，更需要有创新思想的
人才，通过继续的劳动实践活动，会将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
观发挥地更加潇洒自如。

劳动实践活动在我校刚刚起步，但我们坚信，在领导的关心
和支持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开出更绚丽的花朵。

学校劳动美实践活动总结篇二

劳动课的第一特性就是实践性强，没有实践或实践得不够，
都不能体现劳动课的最大特点。因此、在劳动课的教学过程
中，如何根据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xx好劳动课的实践活
动，是我在一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

一、xx学生进行劳动项目竞赛，激发学生劳动兴趣培养积极
的劳动情感小学生最初参加劳动实践时，劳动兴趣带有暂时
性，易受意外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整个
劳动活动，并不是劳动的具体内容。因此在xx小学生进行劳
动实践时，一定要具有xx活动的色彩，只有将不同的xx活动
形式同具体的劳动内容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稳定学生的劳
动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劳动自觉性。由于劳动条件和内



容的不同，xx活动的形式也要有所不同。

二、让学生在实践中发展皮亚杰指出“儿童只有自发地、具
体地参与各种实际活动，大胆形成自己的假设，并努力去证
实才能获得真实的知识，才能发展思维。“劳动课是以一门
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只有让学生积极的投入实践劳
动，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劳动课是一门思想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劳动技能的
掌握、自理能力的提高、劳动习惯的是在劳动实践中实现的。
小学劳动课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方面与其他各科相比，有着
独特的途径--实践操作。劳动课的实践操作既可以通过课堂
教学进行，也可以通过xx学生开展丰富的课外劳动，如:带领
学生参观参加中玉米，收玉米的全过程;xx学生参加社会服务
性劳动，校内绿化、净化课外劳动实践，以及科技实验兴趣
小组等。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的劳动实践操作，都要充
分重视到学生的想象力、发散思维、合作意识、成功的xx，这
些是培养创新意识最基本的要素。

(1)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丰富想象力。

想象是我们的大脑对已存储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
亚力士多德指出:“想象力是发现发明等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
泉。“要创新就必须会想象，因此，在劳动课实践操作过程
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和对劳动课动手操作过程的兴
趣，来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思路，让学
生张开想象的翅膀，展开丰富的想象，是培养学生和发展学
生创新意识的必要手段。

例如，在纸工课上，学生折出的东西非常多，有的连老师都
没想到，这时，我就适时表扬那些学生，对其作品给予鼓励
和肯定，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只有勇于想象，勤
于想象，善于想象，才能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2)在实践操作中发展发散思维。



发散性思维就是在对问题的解答或者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
只限于只找到一种，或者多种多样的演绎和推导。在教学中
设计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通过尝
试和探索，对原有的制作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是发展学生
发散思维的有效途径。课堂上的实践操作是整个课堂教学非
常重要重要，在整个课堂教学占较大的比例，在这一过程中
要不断积累学生点点滴滴具有创新意识的闪光点。

(3)在实践操作中强化合作意识。

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以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建立合理的竞
争机制，激励全体学生之间互相合作。小组之间开展竞争，
使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特长得以锻炼，素质得以提
高，最终走向成功。追求学生人人进步为最终目标，以合作
学习小组为运行载体，以全员激动为操作手段，以小组团体
成绩评价为导向，激发竞争活力，强化合作意识。

在劳动各科教学中，我们总是将学生分为几组，最后，评一
评哪组做的.最好，激励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强调学生个
体心理品质的训练、健康心理素质的养成、互助协作的团队
精神的形成，使学生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从xx的利益出发，
让他们明白劳动成果属于自己，也属于xx。

(4)在实践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快乐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
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
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这种需
要特别强烈。”每个学生总是希望自己成功，总是能得到老
师的赞赏，可见，让学生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是非常重要的。

教师尽力满足了学生的成就需要，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依
靠自身的努力达到成功和从知识的获益中得到满足，让他们
体验成功的快乐，在劳动教学过程中总是能保持浓厚的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劳动实践。



学校劳动美实践活动总结篇三

劳动课的第一特性就是实践性强，没有实践或实践得不够，
都不能体现劳动课的最大特点。因此、在劳动课的教学过程
中，如何根据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组织好劳动课的实
践活动，是我在一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

培养积极的劳动情感小学生最初参加劳动实践时，劳动兴趣
带有暂时性，易受意外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他们比较感兴趣
的是整个劳动活动，并不是劳动的具体内容。因此在组织小
学生进行劳动实践时，一定要具有集体活动的色彩，只有将
不同的集体活动形式同具体的劳动内容很好的结合起来、才
能稳定学生的劳动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劳动自觉性。由
于劳动条件和内容的不同，集体活动的形式也要有所不同。

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丰富的课外劳动，如：带领学生参观
参加中玉米，收玉米的全过程；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服务性劳
动，校内绿化、净化课外劳动实践，以及科技实验兴趣小组
等。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的劳动实践操作，都要充分重
视到学生的想象力、发散思维、合作意识、成功的快感，这
些是培养创新意识最基本的要素。

（1） 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丰富想象力。

想象是我们的大脑对已存储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
亚力士多德指出:"想象力是发现发明等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
泉。"要创新就必须会想象，因此，在劳动课实践操作过程中
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和对劳动课动手操作过程的兴趣，
来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思路，让学生张
开想象的翅膀，展开丰富的想象，是培养学生和发展学生创
新意识的必要手段。

例如，在纸工课上，学生折出的东西非常多，有的连老师都
没想到，这时，我就适时表扬那些学生，对其作品给予鼓励



和肯定，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只有勇于想象，勤
于想象，善于想象，才能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2） 在实践操作中发展发散思维。

例，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积累学生点点滴滴具有创新意识的
闪光点。

（3） 在实践操作中强化合作意识。

在劳动实践操作中，以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建立合理的竞
争机制，激励全体学生之间互相合作。小组之间开展竞争，
使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特长得以锻炼，素质得以提
高，最终走向成功。追求学生人人进步为最终目标，以合作
学习小组为运行载体，以全员激动为操作手段，以小组团体
成绩评价为导向，激发竞争活力，强化合作意识。

在劳动各科教学中，我们总是将学生分为几组，最后，评一
评哪组做的最好，激励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强调学生个
体心理品质的训练、健康心理素质的养成、互助协作的团队
精神的形成，使学生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从集体的利益出发，
让他们明白劳动成果属于自己，也属于集体。

（4） 在实践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
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
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每个学生总是希
望自己成功，总是能得到老师的赞赏，可见，让学生在劳动
实践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学校劳动美实践活动总结篇四

山下旌旗在望，山顶鼓角相闻”读着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井冈



山斗争时期写下的《西江月井冈山》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井冈
山战事的惨烈和当年井冈山老区老表为中国的解放战争事业
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我被分配到我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调
研组，因为我们的专业实习也在此一段时间进行，因此，主
队分配给的工作量不大，主要是负责在井冈山市大井地区收
发15份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井冈山地区客家的变化”的调
查问卷和分发一些有关健康和科普方面的材料。

本次调研实践活动内容比较简单，但我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
此工作。由于我们的专业实习都是要到野外认识植物和捕捉
动物制作标本，因此劳动量比较大，我基本上是在同学休息
的时候进行调研实践工作。15份调查问卷不算多，但大井地
区人口很少，主要是一些游客，而且他们经常外出工作，如
果去的时机不对，如：早上，大部分家庭当中无人，再加上
我的调查问卷题目量比较大，因此，必须把调查工作分开为
多次进行。

在景区卖一些纪念品，小日子还过得有滋有味；第三类，贫
穷型：他们不仅没能利用到红色资源，而且因为景区建设的
需要，他们还失去了昔日挣钱的土地、山林。他们向我感叹：
“他们是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井冈山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改革
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满山已尽开映山红”。

本次调研实践活动进行的比较成功，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工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1）分发调查问卷不应该选择早
上，最好选择晚上。2）所发问卷应该亲自送至或叫责任心强
的人转交给井冈老表。3）尽量多与当地人交谈，多了解当地
老表的真实情况。

总之，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学院



给我这个锻炼的机会。

学校劳动美实践活动总结篇五

我院以“青春_年报国勇争先”为主题，组建科技支农服务团
队深入宁河县天津至盛祥源农业科技发展中心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服务团队由学院生物资源与功能食品研究室王稳航老
师、食品加工与保鲜研究室刘霞老师、研究生辅导员韩静老
师，刘璐等硕士研究生共七人组成。

此次服务对象天津至盛祥源农业科技发展中心以东盛农庄为
基础，核心基地占地面积4980亩，欲建设成为特色种植、特
色养殖、观光旅游、加工、贮藏、物流、产品配送四位一体
的生态农庄。在实践服务活动中，我院师生首先对其进行了
实地考察，在中国三农事业天津发展中心姚文田主任、该中
心总经理周冲先生一行负责人的陪同下调研走访，深入田间
地头，就现有农蔬品种的种植、生产、销售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并听取了该中心今后的发展规划方案，提出了合理化建
议。最后又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当地的天尊阁和木版
年画工作室，深入了解了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整个实践过
程，我们深刻认识到应该把自己的知识应用到实践，解决实
际问题，更让研究生明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用科技
服务农村，回报社会，把自己的知识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来到至盛祥源农业科技发展中心，我们团队受到了中心人员
的热情接待，首先我们与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
进入会议室，负责人阐述了发展中心的基本发展情况，和现
在制约发展的一些因素。发展中心以“东盛农庄”为产业基
地，计划采取种养结合，林畜结合，蓄水结合的方式，种植
优良果蔬，引进新的果蔬、粮食品种，同时结合优越的地理
位置，便捷方便的交通，进一步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及观光
旅游，将其建立成休闲度假的绿色农业产业基地。但是在发
展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鲜活农产品的冷链技术，如何进行
有效的种植和采摘，如何进行保鲜，如何进行深加工开发，



和基地的土地规划建设等等都有待技术支持。他们希望能够
吸纳先进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储藏关键技术、储藏保鲜技术，
想得到学校等科研院所的支持，并有意设立试验用地，科研
办公用地等，供我院技术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三名老师和工
作人员热烈讨论，对中心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
见。例如结合当地东丰台木版年画、天尊阁等文化旅游资源，
建设观光旅游产业链;运用特色产品推广品牌战略，发展冷链
物流产业，发展冷藏冷冻类食品，在保证农蔬产品质量的前
提下，减少食品损耗。此项系统工程在业内属于前沿领域，
是我国正在推广的一项技术产业。同时，我们在食品的保鲜、
加工和管理方面为该中心提供了技术咨询，为他们讲解了保
鲜冷库的分区建设、产品粗加工的概念等，并就用地、电、
水等能源方面的资金运营、成本核算问题等提出了合理化建
议。双方就建立科研实践基地等方面达成共识。

座谈结束后，我们在中心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生态农业至盛
示范园区，园区拥有肥沃的土地资源、丰富的地下河水资源
以及清洁优质的地热资源，经过合理的规划建设，一定可以
将这里打造成良好的产业园区。目前还有部分土地没有得到
开发，大棚中的果蔬产量不是很大，虽然土地面积大，但是
需要良好的管理和建设才能为发展中心创造效益。在考察过
程中，团队与中心人员进一步进行了沟通，又为发展中心提
供了一些发展思路，我们在交流过程中也对专业知识上的应
用领域有了更好的认识，同时也看到了产学研结合的重要，
科研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多少技术和理论，最终转化为生产力
才是目的。

实践的最后，我们了解到丰台镇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天尊阁
和木版年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天尊阁是历史上道教三大阁之
一，里面供奉了一些道教的神，当地的老人还为我们讲了很
多关于天尊阁的传说。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内容
十分丰富。是一种主要反映五谷丰登、生活富裕、婚姻美满、
子孙满堂、安居乐业、幸福长寿、吉祥如意这些美好祝愿的
一类神祗画。我们参观了木版年画项目第五代传承人董静老



师的工作室，增长了见识也目睹了老一代艺术家的风范。

此次实践活动受到了天津至盛祥源农业科技发展中心的热烈
欢迎，实现了传递科技、服务社会的初衷，使我院师生的专
业技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也使大家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真正
做到“受教育、做贡献、长才干”，将理论科研学习转化为
服务“三农”发展的实际行动。团队成员在服务社会的同时
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实践财富。今后我院
将进一步深入实际，充分发挥广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