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劳动教育教学计划及教案(通
用5篇)

制定计划前，要分析研究工作现状，充分了解下一步工作是
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依据什么来制定这个计划的。通过
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有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计划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三年级劳动教育教学计划及教案篇一

三年级年龄大多数在9岁左右，他们大多数天真活泼，学习认
真，好动脑筋，喜欢参与各种游戏活动，好动是他们的最大
的特点。三年级学生他们开始进入自主追求各种游戏活动的
初期，但他们的各种安全知识缺乏，因此在这一时期有必要
对他们加强有关如交通安全、人身安全、自我救助和使用各
种物品的注意事项等方面的知识。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
的安全教育问题一般做的较少，。但是他们同样渴求能够具
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懂得珍视
身体安全和健康，学会爱生活，爱世界，爱自己，能够健康、
安全、快乐地成长。

三年级安全教育主要的内容是：1、上学路上保安全2、安全
标志要牢记3、卫生安全我做主4、防止校园中的人为伤害5、
避免校外游戏中的意外事故6、安安全全去游玩7、小心火灾8、
大自然发脾气时怎么办等章节。

三年级安全教材内容图文并茂，直观性强，非常适合小学生
的阅读和观察。其中的“真实再现”环节，内容的故事性强，
对小学生的吸引力很强，是一本非常适合小学生学习的教材。
上学路上保安全，对增强学生执行交通安全守则的自觉性，
培养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切实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作用显
著。防止校园中的人为伤害、避免校外游戏中的意外事故、



安安全全去游泳等知识，紧紧围绕“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
安回家”这一主题，开展上学、放学安全教育。教育学生在
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马路上停留、
玩耍及做游戏，要沿马路边缘行走，不随意攀爬马路边的树
木及沟坎，不随意横穿马路等习惯的养成效果良好。

1、了解上学和放学路上的安全常识，提升学生的行路安全意
识，知道一些怎样过马路的观察方法，实现学生能自主行路
的目标。

2、了解常见的道路安全标志的符号特点，知道各种道路安全
符号的含义，养成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的的好习惯。

3、提高学生自我防范、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学会一些安全
常识，学会一些防范技巧，增强遇到意外时的自卫能力。

5、知道一些常规的卫生安全知识，学会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学习识别食品安全的知识和方法，学会安全饮食。

6、了解当地常见的自然灾害，学会冷静应对自然灾害事件，
加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训练，提高在自然灾害事件中
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7、了解和积极预防在校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故，
提高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8、在日常教育活动中，随时针对一切突发事件向学生进行相
应的安全教育。同时强调学生不做危险性游戏，课间休息注
意避免运动受伤，在运动和游戏时，教育学生注意规则，按
顺序进行，避免撞伤。

1、上学和放学路上的安全常识，提升学生的行路安全意识，
知道一些怎样过马路的观察方法，实现学生能自主行路的目
标。



2、常见的道路安全标志的符号特点，知道各种道路安全符号
的含义，养成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的的好习惯。

3、学生自我防范、自我保护意识，学会一些安全常识，增强
遇到意外时的自卫能力。

5、常规的卫生安全知识，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识别食
品安全的知识和方法，学会安全饮食。

6、当地常见的自然灾害，学会冷静应对自然灾害事件，加强
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训练，提高在自然灾害事件中自我
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7、积极预防在校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故，提高自
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8、不做危险性游戏，课间休息注意避免运动受伤，在运动和
游戏时，教育学生注意规则，按顺序进行，避免撞伤。

1、学生自我防范、自我保护意识，学会一些安全常识，增强
遇到意外时的自卫能力。

2、常规的卫生安全知识，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识别食
品安全的知识和方法，学会安全饮食。

3、当地常见的自然灾害，学会冷静应对自然灾害事件，加强
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训练，提高在自然灾害事件中自我
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1、课前充分了解学生，认真备课、改革课堂的教学形式，注
重内容的创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2、加强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平时多带学生到生活中体验，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3、面向全体学生，通过普遍开展教育活动，使学生对安全教
育有深刻的认识。

4、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针对性的实施教育。

5、关注个别差异，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
教育和辅导。

6、利用家长学校、个别谈心、父母问卷、家访等形式，了解
学生在家中的生活学习情况，家庭与学校共同对学生实施安
全教育。

第一周、上学路上保安全

第二周、上学路上保安全

第三周、安全标志要牢记

第四周、安全标志要牢记

第五周、卫生安全我做主

第六周、国庆假期

第七周、卫生安全我做主

第八周、防止校园中的人为伤害

第九周、防止校园中的人为伤害

第十周、避免校外游戏中的意外事故

第十一周、阶段复习、阶段检测

第十二周、安安全全去游玩



第十三周、安安全全去游玩

第十四周、我们的救助电话

第十五周、我们的救助电话

第十六周、小心火灾

第十七周、小心火灾

第十八周、大自然发脾气时怎么办

第十九周、期末复习

第二十周、期末复习

第二十一周、期末复习

第二十二周、期末复习

第二十三周、期末检测

三年级劳动教育教学计划及教案篇二

一、概况分析：

由于学生间的个别差异性，在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上也有一定
的差异，但他们的学习态度端正，我想只要能端正教育思想，
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有机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他们就一
定能扎扎实实地掌握本学期的卫生保健知识。

二、教学目标：

1、学生认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健康教育的自
主性，逐步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2、学生简单了解一些常见病预防，掌握简单的自我急救的知
识。

3、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并能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学
有所用。

三、具体措施：

1、课前认真钻研教材，充分备课，按时上好每节课。

2、课内外相结合，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手段。

3、对残童实施因材施教，放低对他们的要求。

4、促进“五育”协调发展。

四、课时安排：

第二周(9.9——9.15)：防止成胖墩

第四周(9.23——9.29)：吃东西逗笑有危险

第六周(10.7——10.13)：玩电子游戏机害处多

第八周(10.21——10.27)：红眼病(急性结膜炎)的预防

第十周(11.4——11.10)：预防贫血

第十二周(11.18——11.24)：皮肤自述

第十四周(12.2——12.8)：痱子和疖子的防治

第十六周(121.16——12.22)：正确使用电扇

第十八周(12.30——1.5)：正确对待表扬和批评



第二十周(1.13——1.19)：检测

三年级劳动教育教学计划及教案篇三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青少年的活动领域越来
越宽，因此安全教育也愈加显得重要。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交
通安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饮食安全、活动安全的教育
非常必要，让学生增加安全意识，深自我保护，让学校、家
庭和社会的安全工作能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扎扎实实搞好
创建平安校园工作，确保我们的学生更加健康、活泼地成长。

1、班主任要提高对安全教育工作的认识，加强安全教育的宣
传力度，并列入班级工作之重点。做到五个到位;认识到位、
制度到位、责任到位、整改到位、记录到位。

2、重视学生校内外的安全教育工作，强化学生日常行为规汇
聚教育工作者，做到常抓不懈，人人做好宣传员、督促员、
检查员、指导员。

3、教室门窗及时锁好，提高防盗意识。

4、教室内注意安全使用电器设备、注意节约用电。

利用每周晨会课对学生进行安全常识教育，并做好记载工作。

1、在校内不准骑自行车。

2、不准在校内外放火玩火，焚烧草坪以及破坏社会公用设施。

3、不准在无任何措施和大人保护的情况下私自到河(湖)、水
塘、水库里游泳。

4、不准随便玩弄家用电器及开关、插座等。



5、不准在没掌握煤气和液化气使用方法以的情况下，自行操
作。

6、不准吃影响身体健康成长的不卫生食品。

7、不准在校内奔跑、叫喊。

8、不准乱穿马路，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9、不准在上体育课或课外活动时，在无教师指导的情况下随
便玩弄体育器械(联合器、铅球、沙包、标枪等)。

10、不准在校内外破坏新村绿地和花草树木。

11、不准在校内外燃放焰火爆竹。

13、不准玩对人体有伤害性的玩具枪等玩具。

14、不准看危害身心健康的书刊、录像、vcd。

15、学生严禁进入电子游戏机室打电子游戏。

16、不准随便让陌生人进家门。要提高警惕，防止盗窃、诈
骗，提高和增自我保护意识。

17、不准参加任何具有性的活动和迷信活动。

18、不准在课堂上随便玩弄剪刀、刀片及文具用品。

三年级劳动教育教学计划及教案篇四

安全工作关系到师生生命的安危，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教
学工作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自己的
潜意识里对安全方面已经有了简单的了解和自救方法了。我



是三年级2班的班主任，我的责任不仅要教好他们文化科学知
识，还要让他们有一个快乐，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为切
实搞好这项工作，特制订本计划，要求同学们认真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学校的指导思想为依据，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教育安全工作
的法律法规和会议精神，落实安全教育内容，努力创建班级
安全氛围。

二、教育内容安排：

1、交通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是安全教育中的重中之重，要把交通安全教育
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必须每周进行集中教育，以及做好放
学路队的管理。

2、防溺水教育

要进行防溺水的教育，开展以溺水后自救，溺水者的救护为
主要内容的教育。

3、防触电的教育

对同学们进行电的基本知识讲座，预防触电事故的发生以及
对触电后急救常用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4、防食物中毒的教育

进行饮食卫生和防止食物中毒的教育，以杜绝同学们食物中
毒的事件发生。

5、药品管理安全教育



请家长配合将需吃药的学生的药品上写明姓名、剂量、时间
等，教师做好药品管理工作，以免学生误食。

6、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的教育

7、防火、防盗、防震、防煤气中毒等的安全教育

检查班里的防电设施，落实专人负责，班里应经常开展防火、
防盗、防震、防煤气中毒等的防范措施教育。

8、家庭安全教育

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校园的安全教育活动，
请家长积极配合校园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及家居生活安全与
家居活动环境安全(如：烧伤、烫伤、触电、中毒、摔伤等预
防教育工作)。

9、生活安全教育

此项教育在班主任工作计划很重要。教育学生不动插座、电
板，以防触电，不将手指放在门、窗处，以防夹伤，注意不
玩水、火、肥皂以及消毒物品，教育学生入厕时不推不挤，
以防撞伤、碰伤。

三、实施措施

1、通过看影碟和课堂讲述等渠道，增强学生学会保护自我，
学会生存。

2、围绕“消防安全”出好黑板报。教育学生加强安全防火意
识。

3、平时重视交通、饮食、体育、人身、用电等安全，做到安
全教育天天讲，时时讲，处处讲，努力营造“平安班级”，
做到无意外事故发生。



4、重视同学们身体健康教育，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进行一次
健康检查，体育活动应重视安全保护措施，积极做好运动前
的准备操，尽量避免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教育学生遵守规
则，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如：头朝下滑滑梯、由下向上爬滑
梯、不攀爬等)，不携带危险物品进行游戏(如：剪刀、玩具
等尖锐物件)，不擅自离开集体，同伴间友好相处，互相谦让，
不挤不撞，不(打、推、咬、抓)人。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
的自救方法)。培养学生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学会自理。

5、简单自救方法教育：识别特殊号码的用
途(如110、119、120)，同时教育学生不可随意播打这些号码。
熟记自家住址、电话号码、父母姓名等，训练引导学生识别
方向，告诫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
门。遇到危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的`自
救方法)。

三年级劳动教育教学计划及教案篇五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遵循
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科学有序地组织生命与健康
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与健康观念，提高维
护健康、防范侵害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生命价值，为学生的
健康成长与终身幸福奠定基础。

二、学情分析：

本班共54人，绝大部分学生能遵守校纪校规，思想上积极要
求上进，班上班风好，学风好，但也有个别学生，组织纪律
涣散，身体健康意识差，本学期要加强组织教学，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加强学生珍爱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教育。

三、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共分为九课，主要内容是：第一课《我从哪里来》
让学生明白小胚胎是怎么来的，正确认识生命的起源；第二课
《瞧我多健美》，让学生认识健美的重要性，形成健美意识，
掌握一些基本健美训练方法，并进行健美训练；第三课《爱
护我们的牙齿》，让学生明白牙齿生病的原因，认识一些常
见的牙，知道牙病健康的标准；第四课《警惕病从口入》，
让学生明白病从口入的道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防止病
从口入，知道一些饮食卫生常识；第五课《我运动我快乐》，
培养学生爱运动的习惯，培养学生正确运动的方法；第六课
《安全行路有学问》，教育学生要遵守交通规则，培养学生
的交通安全意识，让学生掌握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第七课
《生活中的陌生人》让学生知道生活中的陌生人是存在一定
危险的，学会和陌生人交往；第八课《别让动物伤着你》让
学生知道一些常见动物的习性，明白动物是有危险的，知道
动物对人的伤害的方式；第九课《小心煤气中毒》让学生明
白危险就在身边，注意预防，知道煤气中毒的处理办法。第
十课《雷电发生时》让学生明白雷电的危险，同时知道如何
防雷，保护自己的人生安全。

四、教学目标：

1、让学生明白小胚胎是怎么来的，正确认识生命的起源；

3、让学生明白牙齿生病的原因，认识一些常见的牙，知道牙
病健康的标准；

5、培养学生爱运动的习惯，培养学生正确运动的方法；

7、让学生知道生活中的陌生人是存在一定危险的，学会和陌
生人交往；

8、让学生知道一些常见动物的习性，明白动物是有危险的，
知道动物对人的伤害的方式；



9、让学生明白危险就在身边，注意预防，知道煤气中毒的处
理办法。

五、教学措施

1、引导学生课外查资料，课堂上采用探究式教学。

2、多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

3、课堂上多模拟情境，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