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总体方案指导(优秀7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
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
和成功实施。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
分享阅读。

总体方案指导篇一

（1）学校在国旗下讲话中向全体老师和学生发出号召：人人
参与植树节护绿、养绿系列活动，为美化、净化环境尽一份
力。

（2）中高年级可开展“我给小树写首诗”活动。

（3）组织开展在校内植树、除草、松土、浇水、修枝等活动。

（4）各班开展“种植区”的实践活动。

2、自理劳动、家务劳动教育：

“家长会”向家长和学生宣传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建立“学
生家庭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基地”。

（2）根据不同年级学生能力，通过“四项评比”等形式开展：
不要大人喂饭，自己叠被整理房间，“认菜名”，拣菜洗菜，
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实践活动。

（3）做好定期进行家务劳动（自理能力）的情况调查工作。
（调查表各班根据班情自制）

3、班级劳动



（1）做好班级值日等日常劳动指导，确保每位学生参与班级
劳动，劳动到位。

（2）开展每月一次的学校大扫除活动，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
对学生进行劳动技巧的指导。

4、课堂教学

三~六年级综合与实践与劳动课教师认真落实教育目标，开展
必要的综合实践活动，积累活动材料并上交学校。（学校根
据种植实践区情况，进行“劳动实践活动”评比。）

5、节日教育

各班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开展“谁是最可爱的人”主题班会，
学唱《劳动最光荣》，诵读《粒粒皆辛苦》等活动。

总体方案指导篇二

“爱学习”是实现理想的基础；“爱劳动”是创造幸福的途
径；“爱祖国”是成长进步的引擎。把“爱劳动”内化为自
身本领；把“爱学习”内化为综合素养；把“爱祖国”内化
为实际行动。对弘扬正气，讴歌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净化
社会风气，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总体方案指导篇三

1．实践性原则。实践性是劳动教育的基本特点。学生亲身参
加劳动操作实践是劳动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基本方法。实践是
劳动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创新素质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学校要结合实际，创设足够的时间和
空间，千方百计为学生创设劳动操作的条件，让学生在实践
中掌握劳动的知识和技能。切实做好指导和管理工作，提高
劳动教育的教学效果。



2．基础性原则。劳动教育是基础教育阶段最基础的教育，通
过劳动教育，应该使学生具备基本的劳动技术能力，以适应
未来的职业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劳动教育中，通
过某些劳动技术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相关的劳动知识，提高
他们运用工具进行加工的动手操作能力和思维能力，为将来
的发展、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3．开放性原则。劳动教育应不拘泥于校内，应做到校内校外
相结合，逐步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相互协调、互为补充的
劳技教育体系，能够为劳动技术有特殊兴趣和爱好的学生，
提供一个充分发挥自己天赋、才能和创造力的新思路。

总体方案指导篇四

1、不要把劳动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如“不按时交作业，罚做
清洁”。

2、不要用“免劳”来奖励孩子，如“今天作业全对，扫地任
务免了”。

3、不要再孩子面前蔑视劳动，如“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
要捡垃圾”。

4、不要因为干不好就“不用”，如“你洗不干净，不用你
洗”。

5、不要因为一次失误而训斥，如“怎么把碗打破了，真够笨
的”。

6、不要用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如“10分钟了，一件还没
做完，我都做3件了”。

7、不要否定孩子的劳动成果，如“看你洗的袜子，跟没洗有
啥两样”。



8、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一些“厌恶劳动”的话，如“居委会让
大家扫雪，我才不去呢”。

总体方案指导篇五

此轮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的制度。这是义务教育体现公益性、公平性的
法定要求，要多措并举，探索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的
多种实现形式，包括小学初中对口直升;合理划分学区，学生
在学区内直接进入初中;有条件的地区新建校实行九年一贯制
办学，等等，综合有效治理一些大城市择校过热问题。

二是推进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适应推进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
合素质评价制度，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情况为依据的招生方式。完善优质高中招
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引导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中等职业学校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实行注
册入学。

三是建立健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四是建立健全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考试招生制度。

五是改革统一高考，建立普通本科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六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选拔的研究
生考试招生制度。主要举措包括：探索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
研究生分类考试。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重点考查专业素养和
创新潜质;对职业型专业硕士研究生重点考查职业素养和职业
能力。扩大培养单位和导师团队的招生自主权。建立博士研
究生“申请—考核”录取制度，使选拔更加重视专业素养、
研究能力、创新潜质。



七是扩大社会成员接受多样化教育的机会。重点举措包括：
拓宽社会成员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渠道。为各行各业在工作
岗位上取得优异业绩的在职人员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建立多种学习成果转换认定制度。

总体方案指导篇六

心中有梦想，人生才有动力，民族才有希望。为了引导广大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为己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构建“三爱”观念；增强“三爱”
意识；投身“三爱”实践，做坚定的追梦人，坚实的筑梦人，
坚毅的圆梦人。我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总体方案指导篇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会议强调，改进结果评价，加强过程评价，
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建立科学、符合时代要求的
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指出教育评价的真义，对今后教育评
价深化改革具有鲜明、丰富的领导作用。

一、突破结果唯一，重视过程本位传统评价观以结果为唯一
依据，过度强化结果在整个评价中终端的重要地位，具有结
果至上的浓郁色彩——这进一步引起了偏重分数、轻视过程
的严重结果，甚至表象分数似乎可以铆接教育干坤。其实分
数只是冷、机械的数字符号，其后面有更丰富的意义，需要
评价主体的多视点、多向度的辩证。学习的成果是多重努力
的参与过程，也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其中，情商、智商、志
商、语言商等多要素的融合决定，分数只是多要素融合后的
结果。浮出水面的是直观的智商结果—分数，但潜在水中难
以发现的共同培养智商情商、志商、语商等一系列素养。



例如，学生的成长不仅取决于智力活动，还取决于情感凝聚
的热切度和集中度，取决于意志力的自我控制度和持久度，
取决于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精彩度。没有学生只凭智商的高
度就能克服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取得贯穿过程的最后成果。

因此，优秀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符号，教育评价也不能停留
在某某，科学评价学习主体是否享受活动中的感情态度、生
命活力、批判。否则，难以持续升华为更先进的新课程学习。
过程评价比结果本位难得多。但是，在不偏不倚分数的评价
结果的同时，也要特别关注生命发育和成长过程中精神力量
的成长。结果本位和结果过程并存是区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
育、区分假教育和真教育的试金石。

二、探索增值评估，激活教师生机增值评估属于新鲜前卫概
念，《改革方案》也是首次提出。以享有现代教育评价之父
的拉尔夫xxxxx泰勒思想为理论基础，根据学生在一定时间内
的学习进步幅度评价教师的业绩，不仅仅是考试分数。

增值评价强调的是学生进步的增长幅度，而不是单调、机械
的数字，强调的是学生与原来的学业相比的增值点，不是孤
立的静态、固化凝固的数量符号。正如另一位美国教育评价
专家本杰明xxxx布鲁姆所说，衡量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学
生在原有基础上进步的幅度。正因为如此，增值评估肯定不
同于终端鉴定评估。

具体操作涉及到教育创造力的附加价值。将学生本来的基础
纳入增值评价范围，比较学生接受教师教育后成绩的增长幅
度。增值评价点有点复杂：首先根据原有的基础获得输入值，
然后根据学生接受教育后的成绩获得输出值，输出值和输入
值之间的差异是增值，用公式表示增值=输出值—输入值。增
值评价不普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接受最初的原某和教育后
的原某，难以转变为标准点。因此，《改革方案》指出，探
索增值评价需要逐步推进、改善、操作方便。但是，增值评
价法的引进，给我们打开了考察教师教育力的新窗口。毕竟，



我们对考试成绩的分析太执着于平均分、通过率、优秀率、
低分、最高分、最低分等传统数据链的固化分析。引进增值
评价的积极作用是扩大教育评价的多渠道，消除评价的各种
遮蔽，明确了评价眼的洞察深度。

其一，评价的目的不仅是识别和选拔，还是改善教师教育的
方法，激发教育的活力和积极性。

其次，最大限度地释放每个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完全
享受学习的高峰体验。

其三，真正有助于教育公平执行，促进各级学校创新活力的
爆发和科学发展。从发展的意义上看，增值评估确实具有可
期望的远景，需要教育评估行业的切实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