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劳动与技术教学计划 七年
级劳动技术教学计划(大全5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
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
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九年级劳动与技术教学计划篇一

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美。生产劳动
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基础。中学劳动教育课程是中学
各科中的基础学科，在中学各学科教学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
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
是培养二十一世纪建设人才必须遵守的守则。对学生加强劳
动观点和劳动技能的教育，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
和内容，是中学教育的重要教学任务。为此我校在开展劳动
技术课过程中应以实施新课程为契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探索适应我校学生发展实际的教学教研模式，更新教育观念，
推动我校新课程实施的顺利开展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稳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对劳动人民的热爱
对劳动的正确认识和情感态度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行为
习惯。

中学劳动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题材广泛，知识性、趣味性、
实践性都很强。课堂教学要求学生既动脑又动手手脑并用。
这种教学实践活动，正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发挥学生创造
性的最佳机会。创造性劳动教学终极目标是鼓励和引导学生
增强创新意识，投身创造实践，探索创造途径，养成创新习
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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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校地处城区，
学生生活环境远离农村，在劳动课的教学过程中，如何根据
中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组织好劳动课的实践活动，是劳



动课程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劳动技术课是完成劳动技术
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劳动技术课对学生进行生活和生产劳
动的教育，是培养学生劳动技能素质的重要课程，它的教学
模式有特殊的结构和侧重。

1、营造宽松氛围，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启迪学生创造的智慧。

2、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增强学生的劳动
观念，培养学生的生活、生存技能。

3、通过劳动课程的开展，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质，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

4、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劳动
的正确认识和情感态度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1、本学期我校劳动教育工作将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以课堂教
学改革为突破口，以“实践育人”为基本途径，-坚持有计划、
有组织、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
在动手动脑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使学生全面
发展。

2、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趣――授――练――评”的
教学模式。

3、通过对学生劳动能力的培养，进而培养学生主体意识和创
新意识。

4、把劳动教育与德育结合，紧密与少先队活动挂钩，保证劳
动教育的实效性和多样性。

5、通过家长委员会对学生家长进行劳动教育重要性的宣传，
引导家长认识劳动对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质，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的作用，使家长能积极主动具体活动：

三月份：做风筝放风筝

四月份：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劳动

五月份：所能及的公益劳动，

六月份：自制作品

九年级劳动与技术教学计划篇二

这学期学校分派我教九年级1—5班，这几班是实验班，学生
的接受能力相对比普通班弱，学生也比较贪玩，所以上课要
比普通本费力一点，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操作一点不比普通班
差，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肯定会积累有了一定的信息
素养，接受能力和自学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由于
是毕业班，本科非中招考试科目所以积极性不是很强，希望
通过我的调整，能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知道，信
息技术在我们以后的生活和学习有很重要的作用。

初中信息技术课程采用的是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编制的教
材，每个年级都分上下2册，其中九年级上册有二章，主要
是vb程序设计和机器人及其应用，而下册分两章，重点讲维
护计算机的硬件，综合考虑到学生的能力，我把下册调到上
学期上，这样既降低学习难度，又让学生认识了电脑的硬件、
软件，为以后简单维修电脑打了基础，内容分别是：

第一章中涉及的知识点有：控制和运算设备、存储设备、输
出设备、输入设备、多媒体设备、网络设备、计算机的日常
维护。

本册的教学目标是：学习维护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了解计
算机硬件维护的基本知识，学习正确的使用计算机，维护计



算机的安全，让计算机能正常运行。

以维护计算机硬件为例，学了以后，知道计算机基本的构成，
以及一些简单的维护方法，要正确地对计算机进行日常的维
护，延长计算机的使用寿命。学了计算机软件以后，要用软
件协调计算机的硬件，能够正常的运行，做好数据的安全与
备份工作。

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简单的课程安排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同时有可能安排一些能力强的学生进行备课，授课，教师再
指导，对于难一点的课程，以教师讲解为主，采用情景引入、
问题引领、任务驱动等方式展开教材的学习，讲解上由简入
难，循序渐进，关照不同程度的学生，尽量少讲多练，多辅
导多鼓励，努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成就感，引导学生
进行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九年级劳动与技术教学计划篇三

(1)培养学生的劳动兴趣，劳动习惯，劳动观点。

(2)教育学生积极认真做好自我服务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
动。

(3)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知识和
劳动技能，并能把这些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家庭，社会的生产
劳动中去，为社会创造财富，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合格的初中毕业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守纪律”的并掌握一定生产技术和具有初步经济管理能力的
后备“新型农民”。

1、教育学生热爱劳动，认识劳动光荣，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世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
只有劳动才能完成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只有劳动才能推动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



2、通过劳动实践，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培养认真负责，
耐心细致、不怕困难、勤劳俭朴、遵守纪律、爱护公共财物，
珍惜劳动成果的优良品质。

3、通过自我服务、家务劳动、公益劳动，生产劳动，掌握一
种以上的劳动生产技术，并在家务劳动、勤工俭学，社会服
务和生产劳动中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

4、以基础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想象和创造能力。

5、通过劳动技术课教育和实践，增强学生体质，陶冶爱美情
趣，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符合各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基础教育和社会
实践相联系；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循序渐进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

2、以本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基础为准则，教材，教学，
劳动实践不脱离现实，具有劳动实践的设施和基地、有进行
创造、发明的物质条件和环境。

3、必修课《劳动技能课》能为全体学生创造有动手活动的机
会，以利发现人才；选修课《职业教育课》要确实保证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4、要贯彻《青少年保护条例》保证学生身心健康。

1、以平时操作、劳动成果、劳动态度为主，以等级制记分。

2、理论学习(书面考查)为辅，以百分制记分记入成绩册。

3、有创造发明给予加分。

各年级教学要求



初一年级

(一)教学内容的设置

1、开设乡土教材——《赵屯在前进》。让学生对本乡的自然
条件、多种经营基础、农业生产概况有初步的了解。

2、开设《植物学》，让农村学生对植物的生长特性有一定的
认知能力。

3、本乡以粮、棉、油料作物为主，近年来果树、草莓有了很
大的发展，尤其是草莓遍及全乡，86年秋种植积达1300亩以
上。总收入可达200万元，总产值占全县一半以上，与雪菜、
大白菜种殖等一起是家庭副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以此为教材，
有良好的环境基础。

4、本乡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住房宽敞，楼房居多，
花卉栽培已广泛深入到各家庭中去，种植的数量和品种也很
多，也将列入教学内容。

5、根据不同作物在不同季节的生长、发育及种植的特点，提
前一、二周进行教学和试验，完全以作物与季节相适应为主，
打破了作物内部的系统联系，只有以季节为主，才能做到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有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条件，因为农业生
产必须适应季节的要求。

6、学生年纪小，体力不足，以示范为主，避免较重的体力劳
动，凡力所能及的劳动，学校创造条件，尽力安排实践活动。

(二)教学要求

1、根据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原则，要求掌握一些基本的系
统的理论知识和比较简单的劳动技术。



2、了解本地区四大作物(小麦、油菜、水稻、棉花)的栽培技
术，能在家庭务农中做一些播种，拔秧、移栽等田间管理的
劳动。

3、了解本地区主要果品葡萄、桃，梨的栽培技术，掌握草莓
生产的全过程。

4、种好家庭花卉、参与管理校内花木。

(三)课时安排

上学期实授19周计算，共38节。下学期实际上课18周计36节。

九年级劳动与技术教学计划篇四

中学劳动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课堂教学要求
学生既动脑又动手，手脑并用。这种教学实践活动，正是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最佳机会。创造性劳动
教学终极目标是鼓励和引导学生增强创新意识，投身创造实
践，探索创造途径，养成创新习惯。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
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美。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
展的基础。中学劳动教育课程是中学各科中的基础学科，在
中学各学科教学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本学年在任教七年级劳动技术的教学工作中将注重对学生自
主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做到深钻教材，全面理解教
材，明确教学目的，把握教学重点，做到为学生备教材，备
操作，备教具，让学生全面掌握每项劳动技能、技巧。

劳技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
在劳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教学模式的采用，应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教学
过程中，既要让学生学习劳动的基本知识，又要进行实践操



作，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在这些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

创造性劳动教学旨在培养"开拓型"的劳动人才，传统教学注
重知识积累，停留于思维，想象阶段，创造性教学强调教会
学生探求知识、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培养学生具有时代性
的创新意识。

（1）教师把教材中的劳动基础知识、技术要求、操作过程、
注意事项等，通过讨论、讲解、演示等各种教学手段传输给
学生。

（2）学生通过教师讲授的劳动技术的知识、方法动手操作实
践，巩固所学的知识。低年级学生可采用边"授"边"练"的方
法进行教学。

（3）通过教师讲评、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的方法，教师及时
将学生反馈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做好调整工作，学生在这一
过程中，总结自己劳动收获，并且可以学习别的同学在实践
中的经验，使以后做的更好。

（4）不断激发学生兴趣，启动学生情绪，使学生在各个环节
中都能全身心的投入。

每周1课时

九年级劳动与技术教学计划篇五

1、本乡蘑菇的栽培极为普遍，总产量占全县三分之一，但个
人经济收入却很不平衡，主要是由于栽培技术上的原因，为
了向家庭种植介绍管理技术，因此开设食用菌栽培课。

2、鸡，鸭，鱼、猪等副业生产是我乡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来
源，近年来养鸡，鸭专业户成批涌现，家庭养鸭已从散养逐



步过渡到圈养，为了提高饲养技术，所以开设家禽饲养课。

3、全校70%以上的学生，骑自行车上学，需要一些简单的自
行车修理常识。

(二)教学要求：

1、了解食用菌(蘑菇、平菇，香菇)的特征，掌握蘑菇的栽培
技术。

2、掌握肉用鸡生长过程中对温度，饲料的要求及病虫害的防
治，每个学生都要在学习鸡、鸭、鱼，猪的饲养技术中掌握
其中一种的饲养技术。

3、会修理自行车。

(三)教学内容安排：

每周2节，全年以36周计算。共72教时。

初三年级

(一)课程内容设置的依据：

1、本年级将学习简单的电子技术，在基础教学中增加实际动
手的机会，以利于个性的发展和培养。

2、家庭中电器设备的普及(电扇，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
学生必须在家使用这些电器的基础上懂得这些电器的结构原
理及简单维修知识。

3、由于农副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生产品种的变化，民用电路
也常会发生变化，因此要求毕业生一定要掌握民用电路及电
路设备的安装。



4、“电”的内容十分广泛，学生的求知欲很高，学校有条件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发挥课堂、试验室的作用，培养学生的
兴趣，为学生提供创造发明的机会、场所和设备。

(二)教学内容

1、对安全用电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2、会使用常用的电工工具和“万用表”。

3、会安装简单的规范的照明电路。

4、会正确安装使用常见的交直流电动机。

5、会正确使用电扇、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电冰箱，了
解这些电器常发生故障的原因及简易的排除方法。

6、会安装再生式三管半导体收音机及音乐门铃。

7、学生以实验室动手实践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