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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劳动教育及体育、美育⼯作的若⼲措施

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针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加强

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作，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加强新时代⼤中⼩学劳动

教育的意⻅》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体育⼯作的意⻅》、《关于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作的意⻅》

精神，结合⾃治区实际，制定如下⼯作措施。

⼀、创新劳动教育模式

1.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中⼩学要独⽴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系统加

强劳动教育。中⼩学每周安排不少于 1课时开展劳动教育并计⼊周课时，每⽉安

排 1天开展社会劳动实践或校园劳动服务。职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

围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匠精神、劳动组织、劳动安全、劳动法规等开设专

题必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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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专⻔开设劳动专题教育必修课，本科阶段不

少于 32学时。

2.明确劳动教育内容要求。各盟市教育⾏政部⻔和⾼等学校要依据《⼤中

⼩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结合实际分学段落实劳动教育重点内容要求。

⼩学低年级以个⼈⽣活起居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注重培养学⽣劳动意识和

劳动安全意识，让学⽣感知劳动乐趣、爱惜劳动成果；⼩学中⾼年级以校园劳动

和家庭劳动为主开展劳动教育，让学⽣体会劳动光荣、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合作

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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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中阶段围绕丰

富职业体验开展服务性劳动和⽣产劳动，让学⽣熟练掌握⼀定劳动技能，培养主

动服务他⼈、服务社会的情怀；职业院校结合专业特点，提⾼职业劳动技能⽔平，

培育⼯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普通⾼等学校结合学科专业开展⽣产劳动



和服务性劳动，强化⻢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提升学⽣创新意识和就业创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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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拓展劳动教育实施途径。注重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将劳动

教育融⼊中⼩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历史、数学等学科，融⼊职业

院校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融⼊普通⾼等学校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加强对

学⽣⾟勤劳动、诚实劳动、合法劳动等⽅⾯的教育，强化劳动品质培养。注重在

课外校外活动中安排劳动实践，⼤中⼩学每学年设⽴劳动周，通过举办劳动技能

竞赛、劳动成果展示、劳动项⽬实践等形式，将劳动教育与学⽣个⼈⽣活、校园

⽣活、社会⽣活有机结合起来，丰富劳动体验，提⾼劳动能⼒。注重在校园⽂化

建设中体现劳动⽂化，通过制定学期劳动任务清单、开展劳动主题教育活动等形

式，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的校园⽂化。

⼆、深化体育教学改⾰

4.强化体育教学。严格落实学校体育课程开设刚性要求，将《体育与健康》

课调整为⼀⾄六年级每周 5课时、七⾄九年级每周 4课时，⿎励⾼中阶段学校增

加到每周 3课时，保证学⽣每天校内 1⼩时有效体育锻炼时间。⾼等教育阶段学

校要将体育纳⼊⼈才培养⽅案，逐步提⾼体育课学时学分，学⽣体质健康达标、

修满体育学分⽅可毕业。加强体育课程建设，注重⼤中⼩幼相衔接，学前教育阶

段开展适合幼⼉身⼼特点的游戏活动，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帮助学⽣掌握 1⾄

2项运动技能，⾼中阶段体育课程进⼀步发展学⽣体育运动专⻓，特殊教育学校

要探索开发适合残疾学⽣的体育课程。义务教育和⾼中阶段学校每周安排 1次⾜

球、跳绳或其他项⽬的特⾊体育课程。⼤⼒推⼴“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

运动技能”教学模式，构建教会、勤练、常赛学校体育教育体系，教会学⽣科学



锻炼和健康知识，指导学⽣掌握跑、跳、投等基本运动技能和⾜球、篮球、排球、

⽥径、体操等专项运动技能。学校要积极引导家⻓合理安排学⽣课余⽣活，让孩

⼦每天抽出 1⼩时开展体育锻炼。

5.完善常赛机制。教育⾏政部⻔要坚持学校体育竞赛⾯向全体学⽣的基本

定位，积极引进、开发普及性、趣味性、集体性体育项⽬，因地制宜开展球类运

动、冰雪运动、沙地运动、⽔上运动、体操和跳绳等项⽬，构建以班级、学校为

参赛单位，以主客场和赛季积分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联赛体系。学校要在合理组

织课堂教学⽐赛的基础上，每年举办学⽣运动会或体育节，让学⽣享受竞赛乐趣，

更加牢固地掌握专项运动技能。深⼊开展“传承的⼒量——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化成果展示活动”，⼤⼒推⼴武术、摔跤、射艺、棋类等中华

传统体育项⽬，并融⼊学校体育竞赛机制。积极引进、承办全国学⽣体育赛事，

按规定奖励在全国学⽣体育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师⽣。发挥好学⽣体育协会和

社团组织作⽤，推动学⽣积极参与体育竞赛。

6.健全⼈才培养体系。推⼴校园⾜球改⾰经验，加⼤篮球、排球、⽥径等

体育传统特⾊学校和示范学校建设⼒度。推进⻘训⼈才体系建设，通过定期、定

向、定点组织体育夏（冬）令营选拔性竞赛活动，引导各地各校建⽴⾼⽔平俱乐

部或运动队，打通运动队、运动员在⼀定范围学校间合理流动的“绿⾊通道”。优

化拓展⾃治区⾼校⾼⽔平运动队项⽬布局，推动⾼校⾼⽔平运动队建设与中⼩学

体育竞赛相衔接，深化招⽣、培养、竞赛、管理等制度改⾰，强化运动员⽂化教

育，构建⼤中⼩学⼀体化的体育⼈才培养和发展体系。

三、完善美育⼯作体系



7.改进课程教学。开⻬开⾜上好美育课，严格执⾏⼩学⾳乐、美术课每周

各 2课时，初中⾳乐、美术课每周各 1课时的刚性要求；⼩学⼀⾄六年级可在美

术课中、初中阶段可在地⽅课程或校本课程中，每双周安排 1课时的书法课。学

前教育阶段开展适合幼⼉身⼼特点的艺术游戏活动；义务教育阶段在开好⾳乐、

美术、书法课程的基础上，逐步开设舞蹈、戏剧、影视等艺术课程，帮助学⽣掌

握 1⾄ 2项艺术特⻓；⾼中阶段开设多样化艺术课程，增加艺术课程的可选择性；

职业教育将艺术课程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开设拓展性艺术课程；⾼等教育阶段

开设以审美和⼈⽂素养培养为核⼼、以创新能⼒培育为重点、以中华优秀传统⽂

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课程，学⽣修满规定学分⽅可

毕业。深化教学改⾰，完善“艺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艺术审美体验+艺术专项特

⻓”教学模式。

8.丰富实践活动。建⽴⾯向全体学⽣的艺术实践“勤练”机制，以班级、年级、

院系、学校为单位，⼴泛开展合唱、合奏、合诵、课本剧、集体舞、艺术实践⼯

作坊和博物馆、⾮遗展示传习场所体验学习等群体性艺术实践活动。学校要以班

级为单位成⽴合唱团，每周利⽤课余和零散时间举办 1次合唱活动。建⽴学⽣“常

展（演）”机制，每年举办 1次全区⼤中⼩学⽣艺术专项展示。深化“⾼雅艺术进

校园”活动，引导学⽣丰富审美体验、提升⼈⽂素养，树⽴正确的审美观、⽂化

观。推进“内蒙古学校美育⽯榴籽计划”，加强⾼⽔平学⽣艺术团建设，遴选优秀

学⽣艺术团参与重⼤演出活动和省域、国际交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化传承基

地（校）和⾃治区级美育示范校建设，实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等综合改⾰

试点。



9.提升专业⽔平。加强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相融合，充分挖

掘和运⽤各学科蕴含的丰富美育资源。⽀持艺术特⾊普通⾼中学校建设，⿎励中

等职业学校艺术类学科发展，提升相关专业教学⽔平和⽂化课质量。改⾰⾼校艺

术类专业招⽣录取模式，不断优化⽣源结构，切实解决“速成应试艺考”问题。加

强艺术类学科专业建设，创新⼈才培养机制，依托“双万计划”争创国家级⼀流艺

术类专业点。改进⾼校艺术师范专业⼈才培养模式，启动全区美育卓越教师培养

计划，创建⾼师优质院系（专业），开展艺术师范专业师⽣基本功展示与交流活

动。⿎励⾼校探索公共艺术课特聘教授制度，组建⼀批⾃治区级⾼校美育名师⼯

作室。

四、建⽴健全评价机制

10.建⽴劳动教育评价机制。把劳动素养纳⼊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规范

评价程序和⽅法，将参与劳动教育课程学习和实践情况纳⼊学⽣综合素质档案。

建⽴劳动清单制度，明确学⽣参加劳动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开展劳动教育过程监

测与纪实评价，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全⾯发展的重要内容。

11.改进体育评价机制。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和学⽣体质健康标准，从⻘少年

基础身体素质、基本运动知识和技能出发，建⽴⽇常参与、体质监测和专项运动

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将体育科⽬纳⼊初、⾼中学业⽔平考试范围，将初

中学⽣平时体质健康⽔平测试结果纳⼊中考体育成绩。2025年，将中考体育考试

分值提升⾄ 80分。

12.完善美育评价机制。把中⼩学⽣学习⾳乐、美术、书法等艺术类课程以

及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实践活动情况纳⼊学业要求，将艺术类科⽬纳⼊初、⾼中



学业⽔平考试范围，将艺术素质测评结果纳⼊初、⾼中学⽣综合素质评价。2025

年，将艺术类科⽬纳⼊中考，分值为 20分。

五、健全协同育⼈机制

13.建⽴家校社融合的劳动教育协同机制。构建以学校为主体、家庭为基础、

社会全⽅位⽀持的“劳动+”协同育⼈机制。学校可适当布置家庭劳动作业，建⽴

家庭劳动任务清单和家庭劳动⼩档案，指导学⽣坚持完成家庭劳动⼩岗位任务。

家⻓要配合学校履⾏劳动教育责任，指导、督促孩⼦充分利⽤课余时间从事⼒所

能及的家务劳动和社区劳动。各级政府部⻔和群团组织要协调引导企业、农场等

组织履⾏社会责任，为学⽣深⼊城乡社区、福利院和公共场所等参加志愿服务、

开展公益劳动创造条件。⿎励⾼新企业为学⽣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新形

态、新⽅式提供⽀持。

14.发展体教融合的学校体育⼯作协同机制。教育⾏政部⻔会同体育部⻔整

合学校⽐赛、U系列⽐赛等各级各类⻘少年体育赛事，共同建⽴分学段、跨区域

的⻘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共同制定⻘少年运动员选拔标准、注册管理办法和等级

管理办法，共同建设⻘少年体育赛事管理平台，共同建设各类⻘训体系和⻘训队

伍，实现对⻘少年运动员的共同注册、共同选拔、共同管理、共同参赛、共同认

证，形成⻘少年体育赛训协同育⼈机制。建设全区统⼀的教练员、裁判员管理系

统，健全体育教师、教练员遴选、培训、考核、认证等管理机制，全⾯提升体育

教师和兼职教练员业务⽔平。⽀持和⿎励专业运动队、职业体育俱乐部定期组织

教练员、运动员到学校指导。

15.健全宣教融合的学校美育⼯作协同机制。完善学校与宣传⽂化部⻔、⽂

艺团体协同育⼈机制，建设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的创新培



养模式。⿎励学校与少年宫、社会公共⽂化艺术场馆、⽂艺院团合作开设美育课

程，建设中⼩学美育实践基地。⽀持艺术类⾼校（院系）开展美育浸润⾏动计划，

定向精准帮扶美育基础薄弱地区。

六、强化⽀撑保障

16.强化师资保障。各盟市要结合实际制定劳动教育教师和体育、美育教师

队伍建设三年⾏动计划，按编制和课时标准配备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教师、教

研员。⿎励劳动模范、企业技术能⼿、专业技术⼈员担任兼职劳动教育教师，⿎

励经培训考核合格的优秀教练员、⾼⽔平运动员兼任体育教师，⿎励优秀⽂艺⼯

作者等⼈⼠兼任美育教师，⿎励⼩规模学校通过“⼀师多校”⾛教等模式开展劳动

教育和体育、美育教学。健全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教研体系，建⽴专兼职教研

员互补机制。分类完善符合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教师⼯作实际的考核评价和职

称评聘办法，畅通职业发展通道，确保与其他学科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17.强化设施保障。各级政府要统筹制定拓展劳动教育实践场所⾏动计划，

对闲置校舍、校园或现有中⼩学综合实践基地、⻘少年校外实践教育活动场所进

⾏改造升级，依托符合条件的⼯业、农牧业、服务业、科研院所或职业学校建⽴

相对稳定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励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适合残疾学⽣特点和特殊

教育规律的劳动教育实践场所。把学校体育、美育设施列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定和实施学校体育、美育场地器材建设三年⾏动计划，建好

配好教育教学所需场地设施、器材设备。把农村牧区学校体育、美育设施建设纳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规模学校配备必要的功能教室和设施设备。加强⾼

校体育、美育场馆建设，⿎励有条件的⾼校与地⽅共建共享。



18.强化经费保障。各级政府要调整优化教育⽀出结构，完善投⼊机制，统

筹安排财政转移⽀付资⾦和本级财⼒⽀持学校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作。⿎励

各地通过购买服务⽅式，与相关专业机构等社会⼒量合作，向中⼩学提供劳动教

育和体育、美育教育教学服务。⿎励和引导社会资⾦⽀持学校劳动教育和体育、

美育发展，多渠道增加投⼊。

19.强化安全保障。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安全⻛险防范

管控机制。学校要加强对师⽣的安全教育，切实保护学⽣身⼼健康和安全。科学

评估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实践活动⻛险，完善应急与事故处理机制，⿎励和提

倡学⽣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保障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七、加强组织领导

20.落实⼯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学校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作摆

上重要议事⽇程，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研究解决⼯作中的重⼤问题。各地要建⽴

加强学校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作部⻔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统筹协调机制。结

合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双减”⼯作，将开展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活动作为中⼩学

⽣课后服务⼯作的重要内容。

21.加强督导评估。将学校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教育⼯作纳⼊教育督导评

估范围，督导评估结果作为对党政领导班⼦及有关领导⼲部履⾏教育职责考核的

重要内容，作为衡量区域教育质量和⽔平的重要指标，作为对被督导部⻔和学校

及其主要负责⼈考核奖惩的依据。

22.营造社会氛围。加强对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作政策的宣传解读，及

时总结推⼴经验做法，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和⽀持学校劳动教育和体育、美育⼯

作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