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劳动教育课程论文(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劳动教育课程论文篇一

一直认为，能体会到“独居”的人是一个成年人。但是接下
来十天的专题课已经完全否定了我幼稚的想法。

来学校的第三天，我们开始了大一为期十天的军训生涯。不
可否认的是，当我听说我们的军训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我
们都避开了烈日，我暗暗享受了很久，轻轻叹了口气。“侥
幸逃脱就好！”这十几天我以为可以轻松上场，但我不知道，
但还是没有逃过这场灾难。

军训教的动作和高中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氛围。对，就是
大气。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抱着玩的心态参加军训的。当
时教官对我们很温柔。想到这里，我只能用“魔鬼”来形容
今天的教官。教官对我们真的很严格。我记得导师经常说的
话:你要记住这是一个整体，不要在里面做个人动作。如果一
个人犯了错误，你们都会受到惩罚...从此，“集体”这个词
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我的心里。

不是不知道集体荣誉感，而是很少把它当成一件事。在过去，
个人主义是最流行的东西。但是现在，当人们总是因为个人
错误而受到集体惩罚时，他们不得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
被惩罚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说到军训，我最怕的就是以军人的姿态站着。说起来丢人，



这个最简单的动作简单到大家都不用学，但却是我最不想做
的事情。不能说是对一个人毅力的最好考验。人是“动”的
东西，也就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可见我们保持同样的姿势超
过半个小时是很痛苦的。但是，即使不喜欢，也还是要去做。
这是军训。其实站久了就知道了，只要不太注意，转移注意
力，站成军人的姿势也没那么恐怖，可以习惯。

还是步入社会，都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只要我们迈出第一
步，就成功了一半。

这样，军训真的很可怕。一点快乐都没有吗?当然不是！我们
每天都有相当多的时间休息，所以自然有很多快乐！课间，
教官会让我们坐在一起，教我们唱军歌。导师也会发挥自己
的才华，和我们一起玩。这就是“魔鬼的温柔”。休息的时
候感觉很亲近。其实我们都一样。毕竟军人也是人。我喜欢
教官教的《军中绿花》这首歌。尤其是军训的我，对这首歌
更有感觉。

军训结束了，但我们的大

学生

活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多挫折等着我们。我会牢记这
十天的教训，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劳动教育课程论文篇二

有人说：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一切美好东西的源泉。这
次实践，大家掌握了基本的劳动技能，获得了许多生活的常
识。同学们在各种劳动实践活动中，真正感受到劳动的辛苦，
无论是在野外平整土地，挖沟浇菜，还是在基地帮厨服务，
洗衣清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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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实践让同学们品味了劳动有快乐。一个个精美的手机套，
一个个漂亮的中国结，一个个精致的小木塔，一个个创意不
凡的篆刻作品，一盘盘令人垂涎欲滴的拔丝菠萝，无不凝聚
着同学们的心血，无不闪烁着同学们的智慧，无不展现出同
学们的个性。这是劳动的收获，更是劳动的快乐。

这次劳动实践也整合出团结向上的班集体同学们训练在一起，
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特别班主任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
的关怀更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感情。这次劳动，不少班级增强
了凝聚力，劳动实践让同学感受到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

这次劳动实践正是在我校加大管理力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绝
大部分同学都能遵守学校、基地的制度，按照基地的作息时
间，按时起床、出操、吃饭、休息，培养了严谨、守纪的优
良作风。

劳动虽然结束了，但我希望同学们把良好的奋斗精神带回我
们的校园。在学习的基地中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再有两周我
们就要进行期中考试，只有抓紧时间，认真复习才能取得良
好的成绩。希望同学们能够再接再厉，在期中考试中再创佳
绩。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我深刻的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在这次社会时间实践中，我充分感受到劳动人民
的辛苦。正是他们默默的付出才有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通
过本次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我们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在
实践中成长；另一方面，我们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表现出了经验不足，处理问题不够成
熟、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我们回到学校后
会更加要珍惜在校学习的时光，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并不
断深入到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能力，为今
后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矗。

虽然很累很累，但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



事，并且证明了我是有能力应付难题的。而又能利用自己的
双手养活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不成为国家的负担。非
常感谢这次交—警给我这个机会，也非常感谢学校的组织。

劳动教育课程论文篇三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期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根据各学
段的特点，在大中小学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系统加强劳动
教育。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学校应规定学生
每天的课外劳动时间。同时，《意见》提出将劳动素养评价
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第一的重
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以德育人，劳动第一，劳动是道德完善的源泉。热爱劳动，
尊重劳动，勤劳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生在
勤，勤则不稀，崇尚劳动，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延
续至今。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生活靠劳动创造，美好的
生活也靠劳动创造。加强学生劳动教育，就是以劳树德，让
学生通过劳动感受美好生活，需要双手创造，自觉形成感恩
国家、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社会、感恩劳动的思想，
培养热爱劳动、懂得感恩、重节俭、勤奋奋斗、团结奉献的
良好行为习惯，不断锤炼其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动教育逐渐减弱，学生劳动
能力差在我国已成为常态。许多学生在德、智、体、美、劳
的发展上有不同的长度，有些学生缺乏基本的自理能力，有
些学生甚至看不起工人，不珍惜劳动成果，有些学生在遇到
挫折和失败后往往会崩溃。缺乏劳动教育严重影响了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加强青少年劳动教育迫在眉睫。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劳动教育流于形式，保证劳动教育的效果
最大化呢？



《意见》的发布，从充分认识新时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受者。

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全面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
育体系;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着力提升劳动教育支撑
保障能力;切实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等五个方面入手，为
切实保障劳动教育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措施。明确了家庭、学
校、社会的不同分工和责任，明确了三者协调共抓对于劳动
教育的重要意义。明确要求各地区积极拓展实践场所，多举
措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多方面强化安全
保障。同时指出，重视劳动教育不是要追求什么时尚，而是
学生成长的必备素质，要防止劳动教育中的娱乐化、形式化、
惩戒化等问题。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
源泉。劳动不仅创造了历史，劳动更是成就了教育。劳动教
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民族复兴的新
时代征程中，让学生、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感悟劳动精神，争
做奋斗者，才能不断积累知识和才干，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出彩人
生，为民族复兴提供澎湃动力。

劳动教育课程论文篇四

家务，两个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的字眼，再平凡不过了。
可是，平凡又平凡的家务，却在我的脑海中，成为一滴永远
不会被蒸发的海水，永远在我的记忆海洋中漂荡。

刷锅，简单吧?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却让我无可奈何。

带着大汗淋漓的身躯，回到家里。已经忙碌了一上午的母亲，
心疼的对我说：“看你，满头大汗的，来，先洗把脸吧。”
接着，笑着对我说：“王子，你不是囔着要帮着做点家务活
吗?回头帮妈妈刷刷锅。”



我一听，心中却有一种轻视的感觉：“切，不就是刷锅嘛，
太简单了。”

飞也似的洗了脸，我冲进厨房，一切准备就绪。

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我刷呀刷，怎
么就是刷不掉?而且，全身发痒，手上沾满了油腻。我急了，
心中直问自己：“奇怪了，平时觉得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到
我手上怎么就变得如此之难?”心急则体热啊，额头上，“滚
滚长江”也开始奔流直下。

我是个急性子，做什么事总想一帆风顺。如今，又被这点困
难所阻挡，但我总不能傻站着在这里干着急吧。在我面前，
这种困难，似乎从一个小小的小水沟，霎时变成了高不可及
的珠穆朗玛峰，出现在我面前，挡住了我前进的步伐，拦住
了我通往成功的道路，使我变得手足无措。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我的脑海里回忆着妈妈刷锅时的景象：
倒上水……然后……哦，对了，妈妈总是先把水煮开，再来
刷锅。我试着这样做，啊，这方法是再灵验不过了，滚烫的
开水，将粘在锅里的油腻散开，这样，锅刷起来即快又干净。
看，我用这种方法所刷得锅，干干净净，一点油腻都没有。

瞧，如此一件小小的事情，也得花上自己的精力，也得用自
己的智慧，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而且，妈妈成天要洗衣服、
拖地板、做饭、煮菜……比起我刷这么一个锅，简直是天差
地别。是呀，我们都应该多帮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减轻减轻他们身上的担子。人们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是的，要想做大事，必须先做好各种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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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课程论文篇五

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
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自此，劳动课将从原来的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
课程。

大家或许已经从各种网络热搜、热点app等渠道中了解到这一
情况了，尤其前段时间“中小学生新增烹饪课程”这一事件
更成了网络热度词条、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大家长积极探
讨。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家长对此持认同观点，但也有少
数家长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个注重成绩的国家、增
加劳动课的比重会占用自己孩子学习专业课程的时间、更是
对提分增分起到消极影响。

借此机会，在这里我想呼吁所有家长朋友们以及关注国家教
育的热心网友们，现在的教育已经不似从前，高考改革也都
在提倡多元化升学，此后也会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培
养；现在的找工作也不似从前，不是只根据漂亮的学历学识
招聘、也很关注孩子的技能表现、素质品行与兴趣爱好等不
同维度。如果你还是只专注分数与应试考试，而不重视孩子
综合能力的培养，那么孩子将来可能要吃大亏了。

至于什么才是新改革的劳动课、究竟又“改”在哪里？想必
大家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吧！接下来，我这就和大家说个明白。

新版课程标准将劳动课划分成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
服务型劳动这三大模块，下设10个不同的任务群，分别为与
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
“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为学生快速适
应、走向社会生活铺路。涉及“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
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验与应用”等方
面，更是有“现代服务业劳动”、“工艺劳动与志愿服务”；
并按照不同年龄将这十类课程内容分为4个学段。在这套详细



全面、因地制宜的课程安排下，不同年龄段的中小学生可以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接受相当完整的劳动教育技能的培养。

在各个学段里，学生既能学会家常便饭、收拾房间等基础技
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树立起自身的家庭责任与担当；也
能通过亲自参与农业工业生产，尽早形成劳动活动概念，进
而确立起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并砥砺前行。

如果各地中小学校能依照标准将课程规划落地，这无疑是祖
国下一代的幸运。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能够初心不改，在坚
持应试目标之外，为学生开辟出一片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
实践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