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劳动教育手抄报写的内容(精选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劳动教育手抄报写的内容篇一

1886年5月1日，在美国芝加哥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
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

于是二十余万名工人为争取合法权益而举行大罢工。工人们
提出的罢工口号，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经过艰苦的流血
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1889年7月，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将每年的五月一日
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得到了世界各地工人们的赞赏。
从此，每到劳动节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
行来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节日。

在我国劳动节最早在1918年，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向
百姓散发“五一”的传单。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将劳
动节定为法定的节假日并全国放假一天。

劳动教育手抄报写的内容篇二

关于劳动的名人名言：

1、劳动使人聪慧，劳动给人快乐。它能洗刷人们思想上的灰
尘，它能除掉人们灵魂上的污垢，使人变得崇高，使人变得



伟大。

2、咱们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
造出来的。

3、劳动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手段，是一个人在体格、智慧和
道德上臻于完善的源泉。

4、我只坚信条：灵感是在劳动的时候产生的。

5、劳动创造的财富，比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贵重的多，这种
财富，将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也
不会失去。

6、既然思想存在于劳动之中，人就要靠劳动而生存。

7、没有劳动的生活是盗窃，没有艺术的生活是野蛮。

8、劳动平凡，劳动伟大。在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到来之
际，让我们在赞美劳动的同时，来赞美我们创造整个美丽世
界的劳动人民。

9、只能透过劳动，思想才能变得健全。只有透过思想，劳动
才能变得愉快，两者是不能分割的。

10、劳动的意义绝非为了活着那么简单，我们的祖先所留下
来的许多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他们几千年来劳动的结果。

11、正是劳动本身构成了你追求的幸福的主要因素，任何不
是靠辛勤努力而获得的享受，很快就会变得枯燥无聊，索然
无味。

12、劳动创造了历史，劳动创造了未来。在新的五一国际劳
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赞美劳动最美丽!



13、只能透过劳动，思想才能变得健全。只有透过思想，劳
动才能变得愉快，两者是不能分割的。

14、没有顽强的细心的劳动，即使是有才华的人也会变成绣
花枕头似的无用的玩物。

15、伟大的成绩和辛勤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
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能够创造出来。

16、劳动好，生活才会幸福。水草好，牛羊才会肥壮。

17、种种人生，劳动如咖啡里的方糖，把我们的人生调得有
滋有味。劳动如路旁的一帧风景，把我们的人生装扮得亮丽
多彩。

18、不停留在已得的成绩上，而是英勇地劳动着，努力要把
劳动的锦标长久握在自己手里。

19、当一个人在深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闲着。有看得见的
劳动，也有看不见的劳动。

20、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重。

21、劳动却是产生一切力量、一切道德和一切幸福的威力无
比的源泉。

22、劳动创造了美，劳动是生存的本能，劳动使整个世界充
满了希望，劳动在改变与进化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进程。

23、别人给的饭能饱一天，自己劳动得来的能饱一年。

24、劳动是光荣的、崇高的、神圣的，是创造文明的一个伟
大写照。

25、劳动的回报永远都是慷慨的：它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



使人类从荒蛮走向了文明，也让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得以万古
长青。

劳动教育手抄报写的内容篇三

先秦·佚名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宋·张俞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唐·李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宋·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唐·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五代·契此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后退原来是向前。

晋·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宋·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宋·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唐·白居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晋·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宋·王禹偁

其一

大家齐力斸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

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

其二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唐·雍裕之

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回。

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



唐崔道融

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

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

宋范成大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唐聂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董恂清

米凭转斗接青黄，加一钱多幸已偿。

二月新丝五月谷，为谁辛苦为谁忙？

劳动教育手抄报写的内容篇四

放学了放学了，

来帮奶奶洗洗碗，

再帮妈妈整整包，

大家伸出大拇指，

夸我是个好宝宝。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

小喜鹊造新房，

小蜜蜂采蜜忙。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

小蝴蝶贪玩耍。

不爱劳动不学习，

我们大家不学它。

要学喜鹊造新房，

要学蜜蜂采蜜糖。

劳动的快乐说不尽，

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校园里，真热闹，

五一劳动节又来到。

你种树，我栽花，

美化环境最重要。



五一节，人欢笑，

我帮妈妈把地扫，

我帮爷爷来拿包，

大家一起来劳动，

一定换来甜蜜笑。

小娃娃，爱劳动，

卷起袖，洗起碗，

洗得小碗发光光。

小娃娃，爱劳动，

拿起拖把拖呀拖，

拖得地板亮晶晶。

小娃娃，爱劳动，

找来抹布檫桌子，

檫得桌子像镜子。

小娃娃，爱劳动，

妈妈夸她好孩子。

蜜蜂采蜜真辛劳，

喜鹊建巢技术高，



小猫捕鼠跑得快，

青蛙捉虫呱呱叫，

我们都来学习它，

做个勤劳好宝宝。

五一国际劳动节，

爱劳动，爱科学，

颗颗粮食要爱惜，

分分秒秒要珍惜。

为祖国，勤学习，

学文化，练身体，

长大立志报祖国，

四化建设作贡献。

我们院子里，有个好孩子，

拎了两个篮子，放了三斤豆子，

找了四个孩子，搬来五张椅子。

一二三四五，五个好孩子，

坐着小椅子，帮助阿姨剥豆子，

都是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我帮奶奶洗萝卜，

还帮爷爷来浇花。

我帮爸爸擦擦桌，

还帮妈妈晾袜子。

你要问我为什么，

劳动的宝宝人人爱。

小蜜蜂，嗡嗡嗡，

飞到西，飞到东，

飞到花园去采蜜，

小小蜜蜂爱劳动。

放学了放学了，

来帮奶奶洗洗碗，

再帮妈妈整整包，

大家伸出大拇指，

夸我是个好宝宝。

小抹布，四方方，

擦桌椅，不怕脏。

桌椅擦得真干净，



妈妈夸我爱劳动。

劳动节，真快乐，

我帮妈妈干点活。

妈妈擦玻璃，我给洗麻布，

妈妈擦地板，我来洗拖布。

妈妈上班累，我给捶捶背。

妈妈夸我好孩子，

我说劳动是美德。

小朋友，起得早，

值日时间要记牢。

进门先来把地扫，

前扫扫，后扫扫。

再拿墩布墩墩地，

左边墩，右边墩，

天天值日环境好。

春天来了好美丽，

温暖阳光照大地。

小朋友们齐劳动，



大家干得劲头足。

不怕脏来不怕累，

你洒水来我扫地，

你擦黑板我擦桌，

你浇花来我种树，

校园环境多美丽，

劳动成果要保护。

我有一双小小手，

能写能画会做工，

勤动手来勤劳动，

人见人夸爱不够。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

小喜鹊造新房，

小蜜蜂采蜜忙。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



小蝴蝶贪玩耍。

不爱劳动不学习，

我们大家不学它。

要学喜鹊造新房，

要学蜜蜂采蜜糖。

劳动的快乐说不尽，

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劳动教育手抄报写的内容篇五

自我服务劳动是学生劳动比较基础性的形式。“自我服务，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日常劳动，劳动教育一般都从自我服务开
始，而且日后不管每个人从事何种生产劳动，自我服务都将
成为他的义务和习惯。”通过自我服务劳动的磨砺，可以培
育学生生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探求公共利益，
这有助于学生合理需求观的确立，进而逐步引导学生实现自
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完美契合。

自我服务劳动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要关注他者的
价值诉求，满足他者利益的实现。只有当学生感受到成人之
美时，他才会感受到美与丑的差别，劳动才会进入他的精神
生活。自我服务，是培养学生遵守规则，服务他人的义务感、
责任感的重要方式。教育者可以通过帮助学生制定每天以及
长期的劳动计划，引导学生在家中养成独立刷碗筷、洗衣服、
叠被子、整理个人用品等习惯。同时，定期开展自我服务劳
动展示活动，通过演讲、微信、微博、家校通、短视频等方
式展示学生劳动的成果，鼓励学生分享个人劳动的经验和体
会。劳动存在于平凡之中，劳动不能从平凡的生活中脱离。



在平凡之中，人寻求着满足与欢愉。因而，自我服务劳动能
够增强学生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拓宽学生的
生存空间。

福禄培尔在劳动等相关活动的表述中，强调了劳动等各种活
动的教育意义，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主张，家庭里的共同
劳动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家庭共同生活的基础，同
时，他认为做事、劳动等各种活动是人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
家庭作为学生成长的根基，家庭的劳动方式对于学生的健康
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家务劳动的结果必须使学生获得他们内在所需要的和有教化
意义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同意家长把学生做好的东西抛弃，
也不赞同他人对学生的劳动成果持以漠视。为了让劳动教育
行之有效，首先，教师要和家长多沟通，帮助家长转变“学
习代替一切”的错误观念，使家长明白家务劳动的价值，从
而为孩子提供一定的劳动机会，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帮助
父母打扫家里卫生，布置家里的装饰，采购家里需要的`物品。
其次，也要让孩子掌握缝纫、烹饪、切割等基本生活技能。
另外，还要引领孩子与父母一起劳动，欣赏并分享孩子的劳
动成果，共同体验劳动的快乐。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定期开
展家务劳动分享活动，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展示的方式，
分享不同的劳动形式与多样的劳动感悟，进而实现家校劳动
教育的长效沟通机制，让家务劳动真正成为学生生活的重要
构成部分。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家务劳动产生积极情绪，
才会将热情投入到家务劳动之中。通过家务劳动，学生能体
会父母的不易，体验劳动的价值，感知生活的意义。

班务劳动是指班级平时的劳动事务，例如扫地、打水、擦玻
璃等日常性的劳动。校务劳动是指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
活动，例如美化校园、植树、除草等活动。班务与校务劳动
可以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培育学生的劳动意识，进而引导
学生逐渐认识劳动的意义。这样的劳动，不仅能引导学生为
他人、为集体服务，也可以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培育学生



的荣誉观念，使学生逐步由自我走向他人，由个体走向群体，
从而丰富学生的心灵，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班务与校务劳
动不能以报酬的形式来组织，应该是义务性的，是学生自觉
的行为。在这类劳动中，只有强化学生间的沟通、协商、合
作，才能让学生学会关心、宽容和理解。

班务以及校务劳动的开展能够调节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学
生的校园生活，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注入无限的活力。
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班务与校务劳动不能过度，必须在保证
学生学习时间与空间的前提下进行。在这类活动中，学生能
够渐渐明确自己的义务，承担责任，这有助于学生向更广阔
的劳动领域延伸，有助于学生走向未来的社会生活，有助于
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

学生在领会劳动的社会意义之前，必须明白，没有劳动就不
可能生活。劳动能带来幸福的生活，能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因此，在当前劳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可以组织学生
定期走入田间地头，参与简单的播种、除草、收割等农业生
产劳动；深入工厂车间，感受生产的流程，进行简单的操作，
如铸造、切割、打磨等。通过现实的劳动操作，学生能够了
解周围生产环境中的种种劳动过程，并从中挖掘具有教育意
义的素材。同时，在进行简单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向学生阐明，
他们正在为社会和他人创造着物质财富，正在为公共福祉的
获得作贡献。

劳动的社会意义在于，将学生引入简单的生产劳动，使学生
使用成人的生产工具。这就要求供学生使用的器具、机械、
工具必须适合其年龄特点，符合学生劳动的条件。通过参与
简单的生产劳动，运用相应的生产工具，学生掌握了从事简
单生产劳动的技巧，同时也开拓了思维。在生产工具的运用
过程中，生产劳动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开启学生的智
慧，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学生的心性。在学生体验生产工
具的过程中，教育者必须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劳动中有一种
比获得满足物质需要的产品更重要的东西，即精神创造、自



身才能和天资的发挥以及人类自身的智慧与伟大。

学习性劳动是指通过劳动去学习，劳动是更重要的学习。其
首要目的是掌握知识、技能、技巧，而另一些形式化的劳动
所追求的则是空泛的道德规范、概念以及信条。但学习性劳
动本身，却是以感悟、掌握、操作为主要目的的。在掌握科
学知识和劳动技能的过程里包含着世界观方面信念的形成，
因而，学生在学习性劳动中也在接受教育。在实践性、操作
性、体验性的学习性劳动中，学生能够获得客观世界的相关
知识，积累认识世界的经验。

学习性劳动不是指智力活动的劳动化，它强调的是现实的劳
动操作，这种方式对于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美感的培育、
心智的塑造，都会大有裨益。学习性劳动而非仅仅是体力劳
动，还应与思想活动完美结合，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
内在心智与外在体魄的和谐发展。但是，此处的学习性劳动，
强调的是实际行动。教育者可以指导学生按照操作程序，制
作一个物品、发明一个器具，这都是通过劳动去学习的一种
方式。同时，为学生定期布置这样的劳动任务，任务完成后，
请学生为大家讲解其劳动成果的创造过程，这也是一种很好
的集体学习方式。将学生的劳动发展纳入到考量之中，学习
成绩不再是标榜学生的唯一指标。教育者可以建立学生的劳
动档案，记录每个学生的劳动过程，促进学生快乐成长。学
习性劳动不是强调智力性质的学习，而更多地是让学生通过
实践去感知。以实现学生的心灵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完美契合
为归宿，从而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工艺劳动是培育学生审美能力的劳动类型。学生参与工艺劳
动，创造的不仅是有用之物，还是美的创作。“美——乃是
善良和热忱之母。”美是个性鲜明、道德纯洁和体魄健全的
有力源泉。工艺劳动能够引导学生去感受周围世界的美妙，
并通过对美的领悟去感受精神的无畏、执着与真诚。从而，
以此为基础，去感悟美的含义，去探寻美的形式，去追寻美
的价值。



工艺劳动可以帮助学生将发现的美以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
同时，将外在的美融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学校可以开设
相关的工艺劳动实践课程，例如陶艺，将其作为开发和培育
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方式。陶艺形态和制作方法的实施过程是
多变的、开放的、生动的，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从
学生玩泥的天性开始就已经显示了陶艺的乐趣与人类心灵情
操培养的自然关系。在制作陶艺的过程中，学生的情感能够
得到升华，学生的思维能够获得磨砺，学生的审美能力能够
得到培养。另外，也可以聘请校外的民间工艺传承人进入学
校或者带领学生到实地进行工艺劳动实践，通过多种形式引
导学生领悟人世间的真、善、美。人类已经创造的和如今仍
在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植入学生的
心灵。因而，教育者要在学生塑造美丽事物的劳动过程中，
引导学生去感知美、发现美、创造美，在实现学生自身对象
化的同时，也使其心灵之美得以呈现。

公益劳动是指人在精神发展上达到这样的阶段，若不为公共
福利劳动就觉得无法生活。学生参加公益劳动可以更好地体
会社会劳动的幸福和快乐，可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可以
完善善良的品格，让他们永葆无私、感恩之心。

公益劳动为培育学生的社会性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公益
劳动能够帮助学生走出课堂，拓宽学生的眼界，感受生活的
各个方面。因而，教育者要为学生创造更多参与公益劳动的
机会，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到为社会创造福祉的劳动之中。教
育者要定期组织学生去敬老院进行义务劳动，同时，定点联
系孤寡老人、社会弱势群体等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解决
劳动问题，例如擦玻璃、洗衣服、扫院子等。另外，也要多
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服务、义务捡拾垃圾、保护环境等公益劳
动，记录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的情况，并将其作为评价学生的
重要指标，带领学生分享公益劳动的价值，体验公益劳动的
快乐。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一个学生在用自己的劳动挣得
第一次工资之前，应该大量经历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而无报
酬劳动的精神体验。”学生在无报酬劳动的参与过程中，认



识现实社会生活，体验服务他人的快乐。通过公益劳动，学
生不再抽象地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而是将人类的情感渗透
其中。拥有丰富的情感，并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掌握规律，
最终将其内化为心灵的养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