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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发〔2021〕11号 

为加快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劳动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结合海南实际，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劳

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

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把握育

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体现时代特征、强化综合实施、坚持因

地制宜，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夯实学

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素质基础。 

(二)总体目标。到 2023年，我省劳动教育结构体系和服务体

系基本形成，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规划设置全面完成，校内学习与

校外实践相结合、专项教育与各科教学相融合，体现时代特征和

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的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

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立。到 2025年，劳动教育支撑保



 - 2 - 

障能力全面提升，劳动教育场地资源、师资队伍、管理制度、社

会环境等符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广泛

开展。 

二、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容要求 

劳动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

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日常生活劳动教育要立足学生个人

生活事务处理，强化自立自强意识。生产劳动教育要让学生在工

农业生产过程中直接经历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学会使用工具，

掌握相关技能，体会劳动的光荣和伟大。服务性劳动教育要让学

生利用知识、技能等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在服务性岗位上见

习实习，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生产劳动教育和服务性劳动

教育要结合地方特点，培养学生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的

劳动技能和劳动品质。 

各学段劳动教育的基本要求如下： 

(一)小学。低年级以个人生活起居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

让学生学会日常生活自理，能完成个人物品整理、清洗，进行简

单的家庭清扫和垃圾分类等，参加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和禁塑环

保活动，进行简单的手工制作，懂得人人都要劳动，感知劳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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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爱惜劳动成果。中高年级以校园劳动和家庭劳动为主要内容

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每年学会 1—2项生活技能，参加校园劳动

和社区服务，初步体验简单的生产劳动，体会劳动光荣，尊重普

通劳动者，学会与人合作。 

(二)初中。兼顾家政学习、校内外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

安排劳动教育内容，开展职业启蒙教育，让学生承担一定的家庭

日常清洁、烹饪、家居美化等劳动，参加校园保洁美化以及社区

服务性劳动，适当体验具有海南特色的不同形态项目的劳动过程，

增加劳动知识和技能，获得初步的职业体验，使学生初步养成认

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职业意识。 

(三)普通高中。围绕丰富职业体验，开展服务性劳动和生产

劳动，指导学生持续开展日常生活劳动，选择合适岗位参加服务

性工作，结合劳动教育和通用技术课程学习自主选择 1—2项生产

劳动，经历完整的实践过程，使学生理解劳动创造价值，具有劳

动自立意识和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增强生涯规划的

意识和能力。 

(四)职业院校。组织学生持续开展日常生活劳动，定期开展

校内外公益服务性劳动，依托实习实训参与生产劳动，提高学生

职业技能水平，提升创意物化能力，培养不断探索、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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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增强学

生的职业荣誉感和劳动自豪感。 

(五)普通高等学校。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围绕创新

创业，结合学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积累职业经验，

培育创造性劳动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择业就业创业观，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神。

把劳动教育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劳动教育时间要求，做

好学分管理。结合公益性岗位和志愿者项目，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和服务性劳动，强化公共服务意识和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

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 

三、全面落实劳动教育的重点任务 

(一)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1.优化学校课程设置。完善大中小学课程设置，将劳动教育

纳入大中小学培养教育方案和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

方案，构建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

程体系。加强劳动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研究编写劳动实践指导手

册，明确教学目标、活动设计、工具使用、考核评价、安全保护

等劳动教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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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足开齐劳动教育必修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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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规定。职业

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设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每学年不少于 16学时。普通高等学校

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可在已有课程中专设劳动教育模

块，也可专门开设劳动专题教育必修课，本科阶段不少于 32 学时。 

3.开发完善劳动实践类校本课程。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战略

定位和产业布局，借鉴国(境)外优秀教学案例，充分发挥海南历史

文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培育具有海南特色的劳

动教育校本课程，打造劳动教育“特色印记”。大中小学要探索

开发有关科学技术、海洋文明、生态保护、红色记忆、农耕劳作、

民族文化等劳动实践特色课程，在乡村学校大力推进田园课程建

设;依托全省 11个重点园区和省内高校优质创新创业教育资源，

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方面的

创客教育;依托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发航天科技科普和体验课程;依

托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发热带生态农业示范教育课程;依托

文化旅游园区、革命历史纪念场馆、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习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等文化场所，开发综合性劳动教育系

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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