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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文件

〔A〕

〔公开〕

五教体函〔2021〕24号

关于对政协五华区九届五次会议

第 21B34号提案的答复的函

赵晓春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在中小学校课程中纳入劳动教学及危机处理

教学内容的建议》提案收悉，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教育工作一如既往的关心、重视和支持。您

提出的劳动教育和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建议，我局尤为重视。

一、关于加强劳动教育的建议

（一）工作开展情况

制定劳动教育实施方案。为发挥劳动实践综合育人功能，以

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局特组织研制并出台了《五华区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案》。内容主要涵盖各学

段要统筹综合实践活动、劳动技术、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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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好劳动教育课程，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课时；要加

大对崇尚劳动、树立劳动观念、端正劳动态度以及学生动手操作

能力和劳动技能的培养，把劳动教育有机融合到各门课程中，不

断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统筹校内校外和家务劳动教育资源，多

形式加强劳动实践，确保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劳动不少于 1小时。

加强和完善家庭和社会相衔接的综合劳动实践育人机制，培养中

小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思想，养成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等。

加强组织领导和专业研究。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由五华区教

育体育局统筹，德育科主管，五华区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配备专

职教研员从事劳动与技术教育教学研究，从区教体局到学校再到

授课教师，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

建立劳动课程资源。一直以来，五华区各中小学课程均按照

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开设，从小学

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其中包含劳动与技术

教育。各校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手工制作、金工木工、自我

服务、家政服务、创新技术、职业体验、非遗传承等。大部分学

校按云南省省编教材《劳动技术》教材内容授课，少部分学校采

用具有校内特色的校本课程，以兴趣班的形式开展劳动教育，如

高新一小经典校区开设小菊花特色劳动、绳艺编织劳动，云铜中

学在初一年级开设篆刻、机器人、十字绣等特色课程。

配备专兼职劳动学科教师。我区中小学劳动学科教师多为兼

职教师，专职教师小学 13人，初中 8人。教师教学方式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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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讲授与示范，学生讨论与小组合作，自主探究与动手操作等，

部分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探究、在动手尝试中创新，

在自主评价中反思。五华区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组织劳动学科教

师开展“劳动之花开遍五华”花卉进校园展示研讨活动、五华区中

小学劳动教育青年教师成长训练营、五华区中小学劳动教育骨干

教师培训班和五华区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专业技术提升班，这些

首创活动获得了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的表扬。

拓展劳动教育上课场所。学生劳动实作场地主要分室内和室

外、校内和校外。我区一半以上小学配有劳动技术专业教室，16

所中学配备专用劳动教室，各校劳动教室各具特色，有的以手工

制作为主，有的以烘焙美食为主，有的以金工木工为主，有的为

综合性劳动教室；部分中小学建有校内外劳动基地，涉及种植养

殖、志愿者服务、社区服务、职业体验等各方面。

（二）下步工作打算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经费投入。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机构和人员职责，加强校内外协调，统筹劳动教育相关事宜。加

大宣传，倡导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劳动教育。把劳动教育日常经费

纳入公用经费支出范围，保障劳动教育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等经

费支出。在充分利用现有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勤工俭学基地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劳动实践场所。争创省市区级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和劳动教育特色学校。

第二，加强师资建设，健全评价制度。加强劳动学科专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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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员队伍和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积极探索建立专兼结合的劳动

教育教师队伍，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能工巧匠、专业技

术人员担任劳动辅导员。把劳动教育纳入教师培训内容，对承担

劳动教育课程的教师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及

教学质量。继续开展五华区中小学劳动教育青年教师成长训练

营、五华区中小学劳动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和五华区中小学劳动

教育教师专业技术提升班，积极组织开展五华区中小学劳动教育

课堂教学竞赛和五华区中小学劳动与技术学科教师专业技能竞

赛，以研促教、以赛促训。

建立健全学生劳动评价制度。建立健全劳动教育教师工作考

核体系，分类完善评价标准。按照省级统一制作的学生劳动登记

册，或各学校制作的学生劳动登记册，如实记录每生何时何地参

加校内劳动、校外劳动、家务劳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的情况。

学生自己填写劳动登记册，家长、老师签字，学校每学期期末作

出评价。把劳动教育评价结果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并作为升

学、评优的重要参考。

第三，加强督促检查，提供安全保障。建立政府、学校、家

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劳动教育风险分散机制，鼓励购买劳动教育

相关保险，保障劳动教育正常开展。对学校组织实施劳动教育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加强对师生的劳动安全教育，强化劳动风险意

识，落实安全措施，做好必要的劳动安全防护，制定劳动实践活

动风险防控预案，完善应急与事故处理机制，切实提供安全保障。



— 5 —

第四，提升学科品质，总结推广经验。组织我区部分优秀教

师参与云南省教科院组织的云南省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操作手

册的编写工作；完善 1-9年级学生校内、校外、家庭劳动清单（建

议），含班务劳动、校务劳动、手工劳动、特色劳动、职业体验、

社区服务、基地劳动、公益劳动、志愿者服务、自我服务劳动、

家庭服务劳动等；完善 50个“五华区劳动教育区域性特色课程”

精选课例，建立有学校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逐渐形成具有

本区特色的区本教育课程；开展劳动教育主题日、主题周、主题

月活动，寒暑假开展各具特色的“劳动创造美”假期系列活动，让

劳动教育形成常态、百花齐放；继续组织五所学校开展“劳动之

花开遍五华”花卉进校园展示研讨活动，为全区推广做准备；建

立八所劳动教育试点、示范学校，为全区推广积极探索科学、合

理、有效、可行性强的方法模式，营造全区关心支持中小学劳动

实践教育的良好氛围。

二、关于危机处理教学的建议

（一）工作开展情况

齐抓共管维护校园安全。我局严格落实《昆明市学校安全条

例》，制定《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五政办通

〔2019〕17号），并成立五华区校园安全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明

确相关部门（单位）校园安全职责，层层签订“一岗双责”责任书，

教育、公安、消防、市场监管、街道等联合开展“四个一”校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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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检查，按比例为区属公办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安保人员，所

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不断提升校园“三防”水平，有序推进区属

公办学校、幼儿园“雪亮工程”，完成 71套人员识别、一键式报

警器、访客系统建设，并按要求接入公安平台。按照《反恐怖主

义法》等法律法规，强力推进视频监控存储 90天升级改造、升

降式防冲撞柱等建设，持续提升校园反恐防暴应急处置能力。

持续开展安全教育。您在提案中提到的“危机处理教学”落实

到中小学课程中就是生命安全教育。为提升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我区联合公安部门常态组织反恐防暴演练，开展学生

自救自护培训和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等专项活动，内容涵盖火灾逃

生、食物中毒处理、地震预防自救、煤气安全、用电安全、交通

安全、溺水自救、毒品认知与预防、网络安全、校园霸凌与自我

保护、公共卫生、疫情防控、心理健康等。

在课程中融入安全教育。关于生命安全教育，除了专门的《小

学公共安全教育》《初中公共安全教育》《高中公共安全教育》等

读本外，在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心理健康、小学科学等课程中专

门设置部分章节来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在期末质量监测甚至初中

道德与法治学业水平测试中也会采取各种题型来考察学生的危

机应变与处理能力。

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各学校采取黑板报、国旗下讲话、

班团（队）会、校园广播、LED 屏显示、应急动画片等形式多

角度多维度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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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发布节假日安全温馨提示机制。积极依托“小手拉

大手”，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

推送师生及家长知晓，加强家校联系，做好家校共育，不断强化

学生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二）下步工作打算

开发专业教材。组建专家团队，加强学生安全教育统筹、指

导，确保生命安全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准确性、系统性。委托专业

机构围绕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各领域各核心要点开发数字资源，

供教学实施时选择使用。

开展专项活动。积极开展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专题培训、自

然灾害逃生专项演练，开展网络安全讲座等活动提高学生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强化学科落实。坚持核心素养导向，结合学科特点，以体育

与健康学科落实为主，有机融入其他相关学科，明确各学科各学

段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具体目标内容等，教学实施

以实践体验为主，组织开展实验探究、情境体验、虚拟仿真、现

场教学、演练等活动，确保有效落实。

强化科学评价。科学确定评价重点，既要考评学生的安全认

知水平，也要关注学生的行为和习惯养成。采取多元评价方式，

有效使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价的诊断促进、反思改进等作用。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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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邓国谊 63616093，手机号 13888529413）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

2021年 12月 27日

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目督办。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