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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同意公开】 

 

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吉教办〔2020〕98 号                  签发人：李晓杰 

 

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104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谷峪代表：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我省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

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

动技能水平。自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后，吉林省教育厅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教

育部的工作要求与部署，在劳动教育工作上做到超前谋划、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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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一、规范实证研究，提供开展工作的基础支撑 

吉林省教育厅委托长春师范大学编制《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现状调查问卷》、《新时代大中小学学生劳动素养现状调查问

卷》以及相应的访谈提纲，并与省内专业教育机构、大中小学取

得联系，积极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研究，收集实证数据。撰

写《关于“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构建特色劳动教育体系”的

请示报告》；积极申报 2020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

学生劳动素养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相关问卷和基础调研

工作为我省统筹谋划劳动教育提供了良好支撑。 

二、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学生增强劳动观念 

2019 年，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通

知》（吉教基〔2019〕10 号），文件中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各中小学校要广泛宣传劳动在生产生活、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中

的现实意义，全面弘扬劳动精神，并将劳动思想教育贯穿于教育

教学全过程，渗透于学习生活各环节。要利用班队会等平台，开

展内涵丰富的劳动思想专题教育，使学生端正劳动态度，懂得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真谛，

逐步形成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良好品质和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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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劳育课程，促进学生增长劳动知识 

我省按照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对学生

劳动教育作出了相关课程规定。目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专门设

置了综合实践活动必修课程，其中包括劳动与技术教育，社区服

务与社会实践等，旨在使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发展收集与处理信

息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

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并逐步形成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同时，

中小学德育、科学、美术等课程有机融入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

手工制作等内容。如小学品德与生活课程要求学生“利用身边的

材料自制小玩具、小礼物或布置环境等来丰富和美化生活”；小

学科学课程要求学生尝试制作酸奶、泡菜等；美术课程要求学生

“选用各种材料进行工艺制作（如玩具、风筝、陶艺制作等）的

练习”等等。《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中也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时。

学校要对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时间做出规定。”“大中小学每学

年设立劳动周，可在学年内或寒暑假自主安排，以集体劳动为

主。” 

四、组织校内劳动，促进学生掌握劳动技能 

积极鼓励各地各校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特

点，科学设置校内劳育载体，创新劳育模式。要从班务、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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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务等身边的“小劳动”入手，使学生掌握个人自理、内务整理、

卫生保洁等生活技能。要利用学校闲置空地、校田地、绿化美化

区等，开辟学生劳动实践基地，丰富学生劳动实践项目，为学生

学习花草树木以及瓜果蔬菜等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和园艺等创造

条件，进一步端正学生的劳动态度，掌握劳动技能。 

下一步，省教育厅将积极贯彻《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目前正

在征求意见阶段），研究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吉林省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统筹家务劳动、校内劳动、校外劳

动，推动每所学校充分利用校内外劳动场所，创新劳动途径，确

保劳动教育课时，充分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不断推动构建体

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具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拓宽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在保证劳动教育课程开齐开足

的基础上，鼓励各地各校积极安排课外校外劳动时间，明确规定

中小学每周课外活动中要安排至少一小时校内劳动时间。家庭劳

动时间每周不少于两小时。小学三年级以上校外劳动每学年不少

于一次。同时学校要将劳动品质、劳动习惯的养成教育融入校园

文化建设之中。要通过制定劳动公约、每日劳动常规、学期劳动

任务单，采取与劳动教育有关的兴趣小组、社团等组织形式，结

合植树节、学雷锋纪念日、五一劳动节，农民丰收节、志愿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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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开展丰富的劳动主题教育活动，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

校园文化。 

二是强化劳动教育评价实施。以劳动教育目标内容要求为依

据，将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结合起来。推动各地各校健全和完善

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发挥评价的育人导向和反

馈改进功能。要加强在平时劳动实践活动中及时进行评价，以评

价促进学生发展。要覆盖各类型劳动教育活动，明确学年劳动实

践类型、次数、时间等考核要求，关注学生在劳动教育活动中的

实际表现。 

三是加强劳动教育组织实施。积极推动各地各校建立健全劳

动教育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明确主管校领导，设置专门机构或

明确有关部门负责劳动教育的实施规划、组织协调、资源整合、

过程管理和总结评价等，同时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

队伍，配齐劳动教育必修课教师，保证专任教师的相对稳定性。

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特别是班主任辅导员的作用，利用少先队、共

青团、党支部以及学生社团等各方面的力量，合力开展劳动教育

实践活动。推动各地各校建立以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的协同实施机制，学校要通过家长学校、社区宣讲、网络

媒体等途径，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明确家长的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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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让家长主动指导和督促学生完成家庭社区劳动任务。学校

要与相关社会实践基地共同开发并实施劳动教育课程。 

四是做好劳动教育的顶层谋划。作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我

们将统筹规划和配置劳动教育实践资源，丰富拓展实践基地，满

足各地各校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综合实践基

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劳动实践场

所，建立健全共享开放机制。同时积极协调人社部门，保证劳动

课教师在绩效考核，职称评聘、评先评优、专业发展等方面与其

他专任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衷心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吉林省教育厅   

2020 年 5月 25日  

（联系人：门茹,联系电话：0431-82755622)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5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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