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报告做志愿者
做 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报告(汇总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
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报告做志愿者做篇一

20xx年11月23日小学五年级全体师生，走进蔬菜基地，参加
劳动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在野外平整土地，挖
沟浇菜，还是除草等技术，同学们认识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培养了热爱劳动的习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品味了劳动有快
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面向自然、面向社会、面向学生的生
活和已有经验，在开放的时空中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
增长学生对自然、对社会、对自我的实际体验，发展综合的
实践能力。

一、走进生活，确定主题

实践活动的主题必须是学生感兴趣的，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
联系的。学生们通过上网、调查、采访等方法收集资料，并
进行整理总结汇报，了解了生活中的常识，引导学生关注生
活，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

二、自主结合，科学合理

活动的组织是以小组活动为基本组织形式。在综合实践活动
中，小组活动的问题确定之后，我们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
指导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与分工。我们的经验:在分组中我们



先请同学们围绕筛选的几个小组活动内容，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自由的选择，再找合适的同学进行组合。在此基础上，
教师为了力求科学性，还要尽量让学生按兴趣、愿望自由分
组，同时提出必要的指导性建议。

三、关注活动，适时引导

在活动过程中，学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不及时解
决，就会打击他们对活动的信心和兴趣，老师这时就是他们
的钥匙，引路人。他们毕竟还是孩子，遇到困难是难免的，
给予适当的点拨、引导，会使他们在活动过程中更加充满信
心!综合实践活动的精髓在于“实践”二字。

实践并不仅仅意味着让学生作社会调查、参观、访问，更重
要的是要为学生营造实践情境，通过引导，让学生自己能够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学生能够面对生活
世界的各种现实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主动地去探索、
发现、体验、重演、交往，亲历亲为，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
真实经验，从中培养实践能力。

总之，学生在劳动实践活动课上能真正做到锻炼综合能力，
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报告做志愿者做篇二

难忘的社会实践生活已经告一段落了，这段时间里，一定有
很多值得分享的经验吧，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实践报告吧。
应该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劳动
教育课程实践报告（精选20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报告做志愿者做篇三

一、调查时间：20××年10月14日――11月3日



二、调查内容：20××年上半年××市劳动争议的类型、发
生原因、突出特点及仲裁结果

三、被调查单位：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五、时间安排：

1、10月14日至10月19日，收集有关资料，作好调查准备；

2、10月20日至10月25日，到被调查单位向被调查人进行调查；

4、11月1日至11月3日，按市电大要求进行打印装订。

一、时间：20××年10月21日下午14时至17时

二、地点：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三、调查人：张登序（以下简称张）

四、被调查人：甘大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劳动仲裁处副处长（以下简称甘）

五、调查内容：20××年上半年市劳动争议的有关情况

六、调查记录：

张：甘主任，看了××市《现代工人报》9月25日的报道，得
知今年上半年××市劳动争议案件有近8000件。为此，我想
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甘：行，你主要想了解哪些方面的问题。

张：我首先想了解今年上半年劳动争议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
面。



甘：今年上半年我市劳动争议的案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劳动报酬方面，主要是拖欠工资等，约占30；二是
劳动合同的终止、解除方面，主要是违法终止、解除劳动合
同，约占20；三是劳动保险方面，主要是不如实申报缴费工
资基数，拖欠医疗费等，约占20；四是工伤纠纷。主要是工
伤待遇方面，约占15—20；其他如侵犯商业秘密等。

张：与往年相比，今年上半年的劳动争议有什么特点。

甘：有两个特点：一是劳动争议案件增多，上升势头迅猛。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0，这是上半年的数据。三委度与
前两个季度的平均数相比，申请劳动仲裁的人数和案件数又
分别上升了10和6。劳动争议案子的上升，应该说是一种正常
现象，说明劳动者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
是劳动仲裁的难度加大。这一方面是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案子
难以调解，一般都要求仲裁；另一方面是一些劳动争议的主
体难以确认，突出表现在建筑行业。

张：据《现代工人报》报道，上半年劳动争议企业败诉多，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甘：主要是企业在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时
不规范，违反《劳动法》的规定，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
致。

张：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败诉的原因是否与申请
仲裁的时效过期有关。

甘：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主要是这些劳动者不了解“六十
天”的仲裁时效，甚至有的律师也告诉劳动者仲裁时效是一
年。过了仲裁时效，我们就不会受理，这些劳动者因而丧失
了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力。

张：对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认为不太合理（具体叙述
理由，略）。



甘：你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要修改申请仲裁的时效，需
要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

张：希望有一天法律能进行修改，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今天占用甘主任这么多时间，非常感谢，再见。

甘：再见，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随时欢迎。

本文对市20××年上半年大量发生的劳动争议类型、特点进
行了调查，找出了引起市20××年上半年劳动争议发生的主
要原因和突出特点，并对企业败诉原因作了简要分析。同时，
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对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问题
提出了肤浅的看法。

据××市《现代工人报》报道，今年1—6月，全市各级劳动
仲裁委员会共受理了8586名劳动者提出的劳动争议案子7764
件，涉及金额5400.68万元，而企业败诉率达70。今年我市上
半年如此多的劳动争议案子，主要集中哪些方面？与往年相
比，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企业败诉的原因何在？应从中吸取
什么教训等，带着这些问题，我于20××年10月21日下午，
走访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
劳动争议仲裁处）甘大发副主任（副处长）。

从与甘副主任的谈话中得知，今年上半年××市劳动争议案
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5、其他方面。主要是因职工跳槽引起的侵犯商业秘密方面的
案子等。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我市劳动争议的案子呈现出以
下特点：

通过对20××年上半年市劳动争议案件调查，有两个方面的
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劳动争议为何企业败诉多。20××年上半年市的劳动争
议案子，70以上是企业败诉。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注重的是企业外部的经
济关糸，竭力避免与外部发生经济纠纷；考虑的是如何维护
本企业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但却不重视、不
关心企业内部的劳动合同关系。相当一部份用人单位的领导
和管理者在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时，或不清楚、不了解
《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或不愿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在诸
多问题上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得劳动争议居高
不下。在职工依据《劳动法》提请劳动仲裁时，企业往往败
诉，特别是非国有企业表现尤为突出。许多败诉企业在劳动
仲裁败诉后，才意识到执行《劳动法》的重要性。为此，市
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负责人希望用人单位在用工过程中能按相
关规定执行，避免浪费人力物力通过仲裁后才执行本该执行
的政策。

二是劳动者败诉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超过了劳动仲裁的
期限。这一方面要求劳动者知法、懂法，在自己的权益受到
侵犯时，主动采取各种救济手段，及时申请劳动调解或仲裁；
另一方面，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有必要对申请劳
动仲裁的时效进行反思。

由于劳动争议仲裁是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的必经途径，是当事
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当事人能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限
内提起仲裁，不仅关系到当事人能否通过行政救济手段维护
自已的合法权益，而且关系到当事人在最终寻求司法救济时
其权利能否胜诉。因此，申请仲裁时效就成了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确定其权利可胜诉的重要问题。关于申请仲裁时
效和诉讼时效，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
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2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



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
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
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
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这一司法解释既规定了
当事人提请仲裁“六十日”的申诉时效，也明确了人民法院
对于当事人超过申请仲裁时效的处理方式。这些规定，在司
法实践中，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劳动争议双方
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劳动合同签订后，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之间就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组织与被组织、领导和被
领导的关系，劳动者一方处于明显的弱势。在当前就业形势
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了保住饭碗更是不愿轻易与雇
主对簿公堂。当侵权行为发生时，劳动者往往忍气吞声或采
取相对温和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劳动争议也就在用人
单位今天推明天，在不断承诺与不断推拖的过程中慢慢积累
而成，等到局面无法收拾、不得不撕破脸皮的时候，劳动者
很可能由于超过申请仲裁时效而导致自身权益无法实现。基
于劳动争议案件的这种特殊性，现行的六十天申请仲裁的时
效过短。为了给劳动者争取自己的权益提供更多的机会，建
议有关部门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学习和借鉴民事诉讼法
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规定，结合劳动争议仲
裁实际，对申请仲裁时效中断和中止作出明确规定，将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磋商、衔接的时间不计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
申诉时效。

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报告做志愿者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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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习惯的养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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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报告做志愿者做篇五

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
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是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
是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
透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
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

透过在店内以零工的形式锻炼自我的潜力，体会社会事务，
工作辛劳。

透过在店内工作的将近一个月时间，不仅仅透过自我的双手
赚到了来之不易的工资，更透过这次实践，亲身体会到了父
母工作的辛苦，收获了许多在学校里没体会到的酸甜苦辣，
增长了自我的社会经验，获益匪浅。

1、挣钱的辛苦。每一天辛辛苦苦重复同样的工作，留意翼翼
的进行日常工作，才能够得到工资，这次的体验确实让我真
真切切感受到父母的钱来之不易，一分一厘都来自于没日没
夜的辛勤工作，挣钱确实是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全心全意
的付出。

2、人际关系。在这次实践中，让我很有感触的一点就人际交
往方面，大家都明白社会上人际交往十分复杂，可是具体多
么复杂，我想也很难说清楚，仅有经历了才能了解。才能有
深刻的感受，大家为了工作走到一齐，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



思想和个性，要跟他(她)们处理好关系得需要许多技巧，就
看你怎样把握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交际中，既然我们
不能改变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学着适应它。如果还不行，那
就改变一下适应它的方法。

让我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掌握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使我
在待人接物、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在这次实践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务必在工作中勤于动
手慢慢琢磨，不断学习不断积累。遇到不懂的地方，自我先
想方设法解决，实在不行能够虚心请教他人，而没有自学潜
力的人迟早要被企业和社会所淘汰。

3、具备随机应变的潜力。要具备随机应变的潜力是因为在销
售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人和事，如果没有随
机应变的潜力，只懂得拘泥于一般的原则而不懂得变通，有
可能会导致交易失败甚至给自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必须要有随机应变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