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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第一章“生活自理爱劳动”劳动项目一“煮饺子”旨在让学生通过实践操作

，掌握煮饺子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热爱劳动的情感。本节课内容

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符合五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助于提高他们对劳动的

认识和兴趣。

核心素养目标

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通过煮饺子这一劳动实践，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自理

能力；同时，增强学生对劳动价值的认识，激发学生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感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意识。

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煮饺子的基本步骤：本节课的核心内容是让学生掌握煮饺子的完整流程，包括准备食

材、和面、揉面、擀皮、包馅、煮饺子的步骤。教师需要重点讲解和示范每个步骤的

要点，如和面时的水分比例、揉面的手法、包馅的技巧等，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模仿

。

- 食品安全与卫生：强调在煮饺子过程中食品安全与卫生的重要性，如食材的选择、清

洗、处理，以及烹饪过程中的卫生习惯，让学生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

2. 教学难点

- 面团的水分控制：学生在和面时控制水分的比例是一个难点，过多的水分会导致面团

太软，不易成形；过少的水分则会使面团太硬，难以擀开。教师可以通过示范和让学

生实际操作，反复练习，以掌握合适的水分比例。

- 饺子包馅技巧：包饺子时，学生可能会遇到馅料分布不均匀、饺子封口不严等问题。

教师可以示范正确的包馅手法，如馅料的放置位置、如何均匀分布、封口的方法等，

帮助学生克服这些难点，提高包饺子的成功率。

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教学方法

- 讲授法：通过讲解煮饺子的步骤和要点，使学生初步了解整个过程。

- 实践操作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手尝试和面、揉面、擀皮、包馅等操作，增强

实践能力。

- 小组合作法：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煮饺子比赛，促进学生合作和交流。

2. 教学手段

- 多媒体展示：使用视频播放煮饺子的标准操作流程，提供直观的学习材料。

- 互动教学软件：利用教学软件进行知识问答和反馈，增加课堂互动性。

- 实物演示：准备食材和工具，现场演示煮饺子的过程，让学生更直观地学习。

教学过程

1. 导入（约 5 分钟）

- 激发兴趣：以“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为话题，引导学生分享自己喜爱的食物，自

然过渡到饺子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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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旧知：询问学生已经掌握的关于烹饪的基本知识，如食材准备、卫生习惯等。

2. 新课呈现（约 25 分钟）

- 讲解新知：详细讲解煮饺子的步骤，包括和面、揉面、擀皮、包馅、煮饺子的具体操

作方法。

- 举例说明：通过实际操作演示，展示如何和面、如何包馅等，让学生直观地理解每个

步骤的要点。

- 互动探究：将学生分组，每组尝试和面、揉面，教师巡回指导，解答学生的疑问，并

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发现。

3. 巩固练习（约 20 分钟）

- 学生活动：每组学生尝试擀皮、包馅，并最终煮制自己包的饺子，体验整个烹饪过程

。

- 教师指导：在学生操作过程中，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完成

煮饺子的实践。

4. 总结反馈（约 10 分钟）

- 总结知识：教师引导学生回顾煮饺子的整个过程，总结所学到的知识点。

- 反馈评价：学生分享自己煮饺子的体验，教师对学生的表现给予积极评价，并指出可

以改进的地方。

5. 课后作业（约 5 分钟）

- 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回家后，尝试独立完成煮饺子的全过程，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

遇到的问题。

- 家长参与：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煮饺子活动，共同体验家庭劳动的乐趣，增进亲子关

系。

拓展与延伸

1. 提供与本节课内容相关的拓展阅读材料：

-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介绍饺子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中的地位和象征意义。

- 《面点制作技巧》：详细讲解不同面点的制作方法和技巧，包括饺子皮的制作、馅料

的调配等。

-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介绍如何选择健康的食材，以及烹饪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注

意事项。

2. 鼓励学生进行课后自主学习和探究：

- 让学生调查了解不同地区的饺子文化，包括饺子的起源、种类、制作方法等，并撰写

调查报告。

- 鼓励学生尝试制作不同种类的饺子，如素馅饺子、肉馅饺子、海鲜饺子等，并记录制

作过程和口感体验。

- 让学生探索饺子的营养价值，比较不同馅料的营养成分，了解如何通过食物搭配来获

得更全面的营养。

- 鼓励学生参与家庭烹饪活动，与家人一起制作饺子，体验家庭劳动的乐趣，培养家庭

责任感。

- 建议学生阅读《饮食与健康》等相关书籍，了解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提高自我保

健意识。

- 鼓励学生参加学校或社区举办的烹饪比赛或活动，展示自己的烹饪技能，与其他同学

交流学习经验。

- 建议学生通过观看烹饪视频、参加线上烹饪课程等方式，继续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烹饪

技巧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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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学生思考如何将劳动教育与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实际操作提升自己的生活自理

能力。

教学评价与反馈

1. 课堂表现：

- 观察学生在煮饺子过程中的态度和行为，评价他们的参与度、积极性和合作精神。

- 记录学生在操作过程中对煮饺子步骤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包括和面、揉面、擀皮、包

馅等技能的运用。

2. 小组讨论成果展示：

- 每组学生展示自己包的饺子，评价饺子的外观、口感和创意。

- 让学生互相评价，分享各自在小组讨论和煮饺子过程中的收获和体会。

3. 随堂测试：

- 设计简短的知识问答测试，检查学生对煮饺子步骤和食品安全卫生知识的掌握。

- 通过测试结果，了解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情况。

4. 课后作业评价：

- 检查学生完成的课后作业，包括煮饺子体验记录和遇到的问题，评价他们的独立操作

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 对作业中的亮点和不足进行点评，提供改进建议。

5. 教师评价与反馈：

- 对学生在课堂上的整体表现进行总结性评价，强调学生的进步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 针对个别学生的表现，提供个性化的反馈，鼓励他们的努力，指出他们的潜力所在。

- 根据学生的反馈和作业完成情况，调整教学方法，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 与学生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在煮饺子过程中的感受，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提升

教学质量。

6. 家长反馈：

- 通过家长会或通讯方式，向家长反馈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以及在家完成课后作业的

情况。

- 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和进步。

7. 教学效果反思：

- 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和家长反馈，反思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有

效性。

- 根据反思结果，制定改进措施，为下一节课的教学做好准备。

典型例题讲解

1. 例题一：煮饺子时，如何判断饺子是否煮熟？

解答：煮饺子时，可以通过观察饺子浮起并保持浮在水面上的状态来判断其是否煮熟

。煮熟的饺子皮会变得透明，馅料完全熟透，口感细腻。

2. 例题二：在包饺子时，如何避免饺子皮破裂？

解答：为了避免饺子皮破裂，可以在和面时适量增加水分，使面团更加柔软，擀皮时

要均匀，避免过薄或过厚，包馅时不要过度填充，留出足够的边缘进行封口。

3. 例题三：请列举至少三种在煮饺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食品安全与卫生事项。

解答：煮饺子过程中的食品安全与卫生事项包括：确保食材新鲜无变质，使用干净的

厨具和餐具，煮饺子的水要煮沸后才能下饺子，避免生熟食品交叉污染。

4.



 例题四：描述一次你在家里煮饺子的经历，包括遇到的困难和如何解决。

解答：我在家里煮饺子时，遇到了饺子皮太薄导致容易破裂的问题。我通过调整面团

的湿度和擀皮时的力度，使饺子皮变得更加均匀和坚韧，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5. 例题五：设计一份简单的煮饺子食谱，包括所需食材和详细步骤。

解答：煮饺子食谱：

- 食材：面粉、水、馅料（猪肉、韭菜等）、盐、酱油、醋、蒜末、辣椒油

- 步骤：

1. 将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揉成面团，醒发一段时间。

2. 将馅料准备好，切成小块或剁碎。

3. 将面团分成小块，擀成皮，包入馅料，捏紧封口。

4. 在锅中煮沸水，放入饺子，待饺子浮起并煮熟后捞出。

5. 将煮熟的饺子蘸上酱油、醋、蒜末和辣椒油即可食用。

反思改进措施

（一）教学特色创新

1. 在教学过程中，我尝试将煮饺子的传统工艺与现代烹饪技术相结合，引导学生理解

传统美食文化的精髓。

2. 引入家长参与环节，通过家长与孩子一起完成煮饺子活动，增强家校互动，让学生

在家庭环境中也能体验到劳动教育的乐趣。

（二）存在主要问题

1. 教学管理方面，课堂纪律维护有待加强，部分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注意力分散，影响

了教学效果。

2. 教学评价方面，评价体系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教师主观判断，缺乏学生自评和互评

机制。

3. 教学组织方面，课堂时间分配不够合理，导致学生操作时间紧张，未能充分消化吸

收所学知识。

（三）改进措施

1. 针对课堂纪律问题，我将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如设定明确的课堂规则，对遵守

规则的学生给予奖励，对违反规则的学生进行适当的惩罚。

2. 为改善评价体系，我计划引入学生自评和小组互评机制，让学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

，提高他们的自我认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3. 在教学组织方面，我将优化课堂时间分配，确保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操作时间。同

时，提前准备操作材料，避免课堂上的时间浪费。

4. 加强课后辅导，对在课堂上未能完全掌握煮饺子技能的学生，提供额外的辅导机会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达到教学目标。

5. 与家长保持更紧密的沟通，鼓励家长在家中继续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形成家校共

育的良好环境。

 第一章 生活自理爱劳动劳动项目二 套被罩
              

主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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