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劳动实践课实施方案(优质5
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方案能够
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劳动实践课实施方案篇一

我认为正确理解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教好学的关键，因为
基本理念是教学的导航。强调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注
重的是学生学习数学的情感态度和思想教育。这就更加要求
教师注意学生学习的情感态度，灵活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使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不同的
发展。

二、抓好“四基”是发展学生数学的关键

以前在卷面分析时，我们经常提到双基的落实情况，现在可
要说四基了，新加进来的两基我觉得很有时代气息。我觉得
抓好“四基”是发展学生数学的关键。因为，学习数学的目
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在实际操作
中去体会数学，积累数学活动的经验，为应用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三、注意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数学、应用数学的习惯

数学来源实际生活，教师要培养学生从生活实际中出发，从
平时看得见、摸得着的周围事物开始，在具体、形象中感知
数学、学习数学、发现数学。教师除了让学生将书本中的知
识与生活联系外，还要经常引导学生去发现身边的数学，记



下身边的数学，灵活利用已有的数学知识去思考问题，养成
应用数学的习惯。

总之，面对新课程改革的挑战，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
正确、深入理解新课标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多动脑筋，多
想办法，密切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使学生从生活经验和
客观事实出发，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做数学、理解数学
和发展数学，让学生在学习数学中享受数学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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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劳动实践课实施方案篇二

近年来，新课标历史教育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朱自清的
《背影》、钱钟书的《围城》、鲁迅的《故乡》等名篇也被
纳入其中。作为一名学生，能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增长知
识，深化理解，受益良多。下面，我将不同的学习体会分享
给大家。

第一段：历史是文化的烙印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革和多元文化的时代。学习历史，能



够更好地把握当下的文明和价值观。新课标历史教育注重的
是理解中国历史，把它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做关联。历史是文
化的烙印，我们所珍爱的文化遗产，包括语言、文学、艺术
等等，都是历史的产物。通过学习历史，我们能够更好地认
识自己，理解世界上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第二段：历史造就人的思维习惯

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人的思维习惯。历史学家常常运用的思考
方式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指的是看待问题时，要从多方面并
且相互联系的角度去观察，把握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从
而得出全面、深入的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开放、
多元和包容的精神，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在未来的生
活中，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

第三段：历史是珍贵的教师

能够从当代的角度去学习历史，让我们不仅能看到事物的本
质和演变过程，同时也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纵观历史，
每个时代都有热闹非凡的政治斗争、思想文化的碰撞、哲学
智慧的交融等等。历史就像一位值得信奉的教师，它会通过
自己的血泪教训，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第四段：历史可以唤起民族自豪感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闪耀着无比的光芒，它孕育了中华民族悠
久、丰富、博大的历史文化。学习历史，可以领略到中华文
明的璀璨和强大，更能唤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历史对于民族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财富，我们应当认真更好地
学习它。

第五段：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

历史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激励人们发扬文化创造力。历



史上，许多杰出人才凭借自己的文化想象力和胆识，创造了
许多卓越的艺术品、文学作品和思想精华。这些文化成果一
直以来都在世界的文化地图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极大地丰
富和提升人类的文化精神。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为我们搭
建起了一条了解别的文化、促进人类文化共融发展的桥梁。

总而言之，新课标历史教育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历史、学习历
史的大门，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历史让我
们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理解当下的社会和
自己的价值。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也是我们成长过程
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

小学劳动实践课实施方案篇三

数学教学活动必须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学
生思考；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有效的学习
方法。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学
习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创设生动有趣的情
境，如运用做游戏、讲故事、直观演示等，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和学习数学知识。一
个好的教学情境可以沟通教师与学生的心灵，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使之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使学生把学习
作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渴望，积极参与数学活动。

教师的人生，应该有创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
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
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我们
应因材施教，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
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地、活泼地发展。在组织教学中把
整体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教学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
贯彻个别对待的原则，讲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像一
朵朵稚嫩的小花苗儿，但每一颗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人之处。
因此便更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浇灌、呵护，才得以使他
们健康成长。



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地和富有个性的过程，
除接受学习外，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也是数学学
习的重要方式，学生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
验、猜测、验证、推理、计算、证明等活动过程。在数学教
学中要从学生熟悉的生活背景引入，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无处
不在，使学生对数学产生亲切感，激发他们到生活中寻找数
学知识。《数学课程标准》还指出：“提倡让学生在做中
学”。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力求领悟教材的编写意图，
把握教材的知识要求，充分利用学具，让学生多动手操作，
手脑并用，培养技能、技巧，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数学源于
生活。因此我教学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注重对数学事实的
体验，让学生在生活中，实践中学习数学，从而体验学习数
学的价值。

学习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数学学习的过程和
结果，激励学生的学习和改进教师的教学。应建立评价目标
多元、评价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
果，也要关注学习的过程；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水平，也
要关注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帮助学
生认识自己，尽力信心。

小学劳动实践课实施方案篇四

作品目录:

1、《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2、《鲁滨逊漂流记》

3、《格列佛游记》

4、《繁星.春水》

5、《朝花夕拾》



6、《西游记》

7、《水浒传》

8、《骆驼祥子》

9、《名人传》

10、《童年》

初中学生必读书目

初一年级:

1.西游记/(明)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安徒生童话选集/(丹麦)安徒生著;叶君健译.--译林出版社

3.童年/(俄)高尔基著;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4.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法)凡尔纳著;范希衡译.--中国青年出
版社

5.水浒传/(明)施耐庵，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6.《鲁滨逊漂流记》

7.《格列佛游记》

初二年级:

1.骆驼祥子/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3.福尔摩斯探案/(英)柯南道尔著;丁钟华译.--群众出版社

4.居里夫人传/(法)艾里.居里著;左明彻译.--商务印书馆

5.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6.《繁星.春水》

初三年级:

1.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宋词选/胡云翼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阿q正传//鲁迅选集/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5.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6.《朝花夕拾》

7.《名人传》

文学名著：

1.《论语译注》杨伯峻

2.《三国演义》罗贯中

3.《西游记》吴承恩

4.《水浒传》施耐庵

5.《红楼梦》曹雪芹



6.《鲁迅作品选读》

7.《子夜》茅盾

8.《家》巴金

9.《骆驼祥子》老舍

10.《围城》钱钟书

15.《汤姆叔叔的小屋》

16.《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歌德

17.《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19.《唐·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

21.《简爱》(英)夏绿蒂·勃朗特

22.《巴黎圣母院》(法)雨果

23.《红与黑》(法)司汤达

24.《复活》(俄)托尔斯泰

25.《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

26.《匹克威克外传》(英)狄更斯

27.《老人与海》(美)海明威

28.《雪国》(日)川端康成

29.《麦田守望者》(美)塞林格



30.《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语文能力“读”占鳌头，阅读可以说是语文学习最根本的途
径。可是，许多初中生的阅读还存在着少慢差费，即读的量
少，读得慢、效果差、时间浪费等不理想的状况，具体说来，
是因为阅读中还存在以下几个误区：

读而不记

阅读只为看热闹，消磨时间，满足好奇心，书漫无目的地看
过了，也就忘了。没有记忆的的阅读是无效的阅读，是“白
读”。青少年是阅读的黄金时节，也是记忆的黄金时代，要
口读心记，适量背诵，多背诵一些古今中外名家名篇，多积
累一些终身受益的文化知识。

读而不思

阅读的过程应该是质疑问难、联想比较的过程。有的文章较
深，不少地方不懂，有疑难，自然要质疑。有的文章深入浅
出，一读就懂，似乎没有疑难，其实许多疑难我们还没有发
觉。不妨“于无疑处生疑”，不能浅尝辄止，满足一知半解。

读而不写

在边读边思的过程中，有了很多感受、体会、心得与灵感，
这些思维的火花稍纵即逝。有的同学却没有动笔写下，多么
可惜!它们是写作时珍贵的“百宝仓库”呀。所以，要养成写
读书笔记的好习惯。可以摘录，可以做札记，也可以写读后
感。

读而不悟

许多同学阅读只求读懂，不求感悟，不求致用，不能把作者
的人生经验化作自己的心灵体会，或者只有感觉而无理性的



认识，没有心灵的巨大震撼，没有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层审察，
这样的阅读就不能完成从有字书向无字书的转换。

读而不选

逮到什么读什么，毫不选择，随波逐流，率性而读，这是初
中生阅读易犯的通病。现代社会信息多源，书海茫茫，读之
不尽。故初中生的阅读一定要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进行，
严格筛选。语文大纲规定了初中生必读的文学名著，初中生
必背的文言诗文，这些为我们明示了阅读的范围和方向。

读而不博

初中生的阅读还有单凭举和只讲功利的“偏读”病，偏爱武
打、言情小说，偏爱作文选，怕读古代文言文，怕读现代科
技文。其实读书不妨杂一点，面广一点，博约结合，这样都
能文理兼通，全面发展。

愿同学们克服以上的阅读毛病，做到博闻强记、读思结合、
读悟兼容、读写同步，这样阅读质量就会得到提高，阅读才
会发挥它应有的重要作用。

小学劳动实践课实施方案篇五

一、核对个人信息并且保存密码

志愿填报是一个细致活，任何一些学院代码填错了，那么可
能就会是另一个学院，因此反复确认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
比如说考生可以志愿填报完成退出后，静等10分钟，然后再
重新登录确定一下志愿填报个人信息，如果存在失误情况还
可以及时的修改。

其次，对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修改密码一定要保存并且切记泄
露给他人，志愿填报填写地方尽量选在家中，尽量少去网吧



等地方，这样可以大大避免他人恶意篡改志愿情况，也能为
自己规避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

二、保存好高考后遗留个人信息

高考后的遗留的个人信息主要是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信息，
很多考生以为准考证的后续作用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查成
绩，其实不然，在一些高校当中，是可能存在着要求考生提
供准考证来证明考生的高考信息，这时找不到就比较麻烦，
因此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要遗失自己的准考证等高考个人信
息。

三、尽量保证自己的通讯正常

志愿填报结束后，如果在院校录取那边存着着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专业需要调剂、专业一些其他原因等特殊情况，那么
院校是会存在着和考生进行电话沟通的情况，此时就需要考
生的通讯是正常的，如果考生的通讯关机或者欠费以及信号
不好的情况，那么可能就会断开考生的招生流程，毕竟学院
招生的事情可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尽量保证自己通讯正常
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四、检查身份证是否过期

大家都知道身份证是存在着时效性的，而对于高考考生的身
份证很大一部分是16岁以下去办的身份证，而这个身份时效
是5年，对于这个时效就会存在着一些身份证过期情况，其中
身份证过期会对大家有着较大的影响，比如说无法乘火车、
高铁等，其次，到了院校发现身份证过期回头去办身份证也
比较麻烦，因此大家尽量在去院校的前期观察身份证是否存
在着过期现象，如果过期了，考生尽量的去更换，保证高考
流程的尽量。

2023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和截止时间



2023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和截止时间各省都不一样，已经公布
志愿填报起止时间的省份：

北京：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日至7月1日，征集志愿填报
时间根据录取进程进行安排。

江苏高考志愿填报时间：6月28日;截止时间：7月28日

河南高考志愿填报时间：6月26日;截止时间：7月4日

四川高考志愿填报时间：6月26日;截止时间：7月5日

宁夏高考志愿填报时间：6月23日;截止时间：8月4日

2023年高考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般来说，
省市教育部门会在填报志愿开始前发布各个院校的志愿截止
日期，学生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提交志愿申请，否则就会错
失志愿填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