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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因材施教，打造“金沙
特色”校本课程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衣食农事依季候而

作，随岁月流转。6 月 19 日，在小暑

节气来临之际，学校十分应景地为二

年级的孩子们开设了“二十四节气之

暑热之美·小暑”课。课堂上，孩子们

在班主任老师李君文秀的带领下，以

寓教于乐的形式了解衣食住行的小

暑养生之道，以及荷花、蜀葵、紫薇、

木槿等小暑时节的植物之美。每节

节气课最后，学校会安排各式各样的

创意活动，让孩子们在娱乐的同时加

深对本堂课所学知识的印象。暑气

日渐蒸腾，小荷也“渐露尖尖角”，精

美的荷花填色卡发放到每一个孩子

的座位上，教师与学生齐齐动手，根

据课堂所学认真涂鸦。除了填色活

动外，学校还组织了手工 DIY。“小

满”课程时，孩子们用色卡纸、蜡笔完

成手工麦穗的制作；“芒种”课程又别

出心裁地把橡皮泥变成“永生花”，留

下春日之美。节气课程既以直观的

形式帮孩子们理清农作物的样态，又

让他们了解了节气与农耕的关系，加

深了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认识。

农耕文化处处体现着劳动的重

要性，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

化地懂得了劳动才能收获果实。李

君文秀表示：“二年级劳动教育主题

是了解农耕文化，本学期由于疫情原

因改成了节气知识。节气知识和我

国传统农耕息息相关。课堂上孩子

们的积极性非常高，他们回去后主动

和家长分享学到的传统文化知识，有

的孩子还会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

践中，自己种一些小葱或者豆芽。”

小学阶段的孩子无法像成人一

样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于是，学校将

目光聚焦在“体验式学习”。低年级

围绕劳动意识的启蒙，让孩子感受劳

动的乐趣，如“学会洗手、倒垃圾的新

生课程”“农耕与环保课程”等；中高

年级则着重培养孩子的协作意识，体

会劳动的光荣，如五年级的“五德财

商”课程、六年级的“职业规划”课程

等。

“劳动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为孩

子起到引领性的作用，帮助孩子们从

小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刘玥廷

表示。

家校共建，劳动教育观
念深入人心

学校不仅在课程上下足功夫，还

为每个学生准备了个性化的劳动岗

位，让孩子们处处都能感受到劳动的

意义。这些岗位包括扫地、整理课桌

椅、整理图书馆、照顾绿植等……在

劳动岗位中，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劳

动带来的责任和荣誉。

二（5）班的邓纯曦是班级劳动小

能手，她承担着班级劳动岗的重要职

责——浇花。居家防疫期间，她最担

心的就是教室里的花无人照料。返

校后，她第一时间去关注花盆。“很开

心我能担任浇花这个劳动岗。我明

白了浇花也是一门大学问，每天的水

量控制、浇灌时间我都要非常注意。”

在家时，邓纯曦一样没闲着，她主动

帮妈妈到阳台上取衣架、叠衣服。妈

妈提出要奖励她，她也毅然拒绝，她

说：“我不是为了奖励才做的，我想让

妈妈知道我长大了。”

开展劳动教育，学校起初也面临

很多压力。学校B区导师何艳表示：

“现代社会，孩子担负着学习压力、家

长期望带来的压力，课余时间常常被

各种兴趣班、辅导班占据；另一方面，

孩子们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

主”，部分家长出于心疼的目的不愿

意让孩子参与劳动。”通过学校家长

中心老师与家长们的有效沟通，逐渐

开启了家校共同开展劳动教育的新

局面。

孩子在学校、家庭生活中主动承

担起部分劳动的责任，这让家长们也

直呼孩子产生了巨大变化。“孩子以

前在家不会做家务，在学校的督促

下，孩子知道了劳动的重要性，有空

的时候会主动来帮我扫地或者收拾

碗筷，我觉得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十

分重要。”该校五年级学生家长张女

士感慨道。

以评促学，为“五育并
举”打下坚实基础

金沙小学拥有衡量孩子德育的

特色评价方式——“三问本”与

“金沙币”。“三问本”化用于“吾日

三省吾身”，是学生记录作业、心

情、劳动的“小小备忘录”。通过

《三问》“劳动”一栏学生的每天反

馈，老师不仅能够实时了解孩子们

的德育发展状况，同时也能够充分

利用家校协作，从家长角度帮学校

完成孩子的成长见证。

对孩子们劳动教育的奖评机制

具体落实在“金沙币”上，学习与劳动

表现优异的孩子会获得“金沙币”，到

了期末，学校会开放“欢乐淘”，孩子

们可以持金沙币以物易物，兑换心仪

的礼品。“我就想用金沙币换一个新

的笔袋。”五年级学生戴梓妍至今已

经通过劳动攒了十几枚金沙币了。

“学校希望借此加深‘劳动创造财富’

的认知。”何艳说，“学校的初衷与最

终目的，是让孩子们在劳动过程中能

够实现动手能力、学习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意志力等的提升，为他们今

后的梦想筑基。”

劳动需要提倡，也需要讲究方

法。在德育主任陈竹看来，家长不应

该将劳动作为惩罚孩子的工具，这样

容易加深孩子对劳动的反感心理，学

校的智育体系同样也应当避免类似

情况的产生。

另外，她认为，将来 5G、人工

智能时代，人类的一切机械性劳动

将被取代，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合

作与创新。她建议家长在最大程度

上给予孩子“劳动自由”，在没有安

全隐患的前提条件下，让孩子更多

地去融入团队劳动实践，让孩子真

正进入团体。“比如两个孩子闹矛

盾，家长不要急着干预，先让孩子

自己想办法，不要阻碍孩子品格的

发展。”陈竹说。

陈竹发现，13 年来，随着学校劳

动教育课程的不断完善，学生们通过

在劳动中扮演不同角色，完成劳动职

责，不断完善自我，在学习和品格的

发展上都越来越好。“以前都说德智

体美劳，我认为可以倒过来解读。”陈

竹解释说，“劳美体智德”，从下到上

呈金字塔状，先有了劳动保障衣食才

谈得上审美，劳动让人健康，有利于

智力发展，“德”位于金字塔尖，做好

劳动教育，“五育并举”就有了坚实的

基础。

金沙小学金沙小学：：让孩子在劳动中完善自我让孩子在劳动中完善自我

编者按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

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为贯彻全国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四川教育报刊社“super家长团”项

目组特别策划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教育家校协同专题报道，基于“川教之声”微信公众

号、《教育导报》等专业教育媒体平台，通过探寻我省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开展情况，多角度、多

形式地反映我省近年来在劳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促进家庭、学校、社会形

成教育合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在新时代，劳动教育不仅仅限于体力劳动，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有了更多创新的探

索，这些探索让劳动教育在育人过程中更具价值和意义。本期，我们走进成都市金沙小学，感受

学校特色劳动课程的魅力。

■ 王琦 秦洁 记者 胡敏 （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日前，一场关于“金钱是否决定家庭幸福”的学生辩论赛在成都市金沙小学幸福教室拉开帷幕。参加此次辩论赛的全部都是该校五年级的孩子。辩论赛过程中，双方辩手观点清晰、举证丰富，孩子们将辩

论和财商知识结合在一起，旁征博引世界数据库、智库、排行榜，自由运用古希腊伊比鸠鲁学派理念、现代马斯洛需求理论，让在场的嘉宾感到惊叹。

而这场辩论赛其实是该校五德财商主题课程的期末展示汇报活动之一，课程中心五德财商主题课程负责人赵萍表示：“五德财商课程是学校针对五年级孩子的智力发展水平，结合‘劳动教育’主题开发的

特色校本课程，我们选择在五年级开设财商培养课程，是为了让孩子们知道，劳动创造财富，财富不止是一串数字，更代表了一个人的智慧和行动力，只有付出才能感受收获的幸福。”

劳动教育不只是一句口号，金沙小学早已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日常培育体系，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金沙特色”的劳动教育课程之路。“我们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在各年级分设不同劳动主题课程，将‘劳动’与生活

联系，与社会接轨。”金沙小学副校长刘玥廷表示，学校校徽来源于学校对面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它身上汇集了古蜀先民劳动的智慧，自2007年金沙小学建校起，劳动教育就是学校的根基性文化。

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

育人导向，上好劳动教育这门必修

课？如何让劳动教育在学校和家庭落

地生根？我们采访了金沙小学副校长

刘玥廷。

记者：如何理解“新时代劳动教

育”中“新时代”所赋予的时代内涵？

刘玥廷：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

的劳动教育进行了整体设计，不仅阐

明了劳动教育的基本内涵和总体目

标，而且对设立劳动教育课程提出了

明确要求。《意见》中特别强调了“新时

代”的概念，就是要教育工作者认清现

阶段信息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学生培育

新环境，培育具有劳动技能和创新能

力的时代新人。小学阶段要着重培育

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尊敬劳动

者、崇尚劳动、环保节约、认真负责、吃

苦耐劳，通过结合德育、智育、美育、体

育构建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型劳动体验

课程，引导学生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和学校劳动，参与各项劳动体验，

了解劳动技能和新技术，最终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记者：学校在践行劳动教育过程

中，如何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

刘玥廷：在践行劳动教育过程中，

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要根据

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进行课程活

动的设计，在课堂上进行引导和组织。

记者：缺乏劳动教育的专职师资队

伍是不少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工作时的

难点，金沙小学是如何解决该问题的？

刘玥廷：学校劳动教育分为几个

部分：校内设置劳动岗位，由班主任和

副班主任进行学生的日常劳动教育；

设置劳动主题项目课程，每周五下午

进行劳动技能体验和劳动教育，年级

各科教师、学校职工、家长志愿者、专

家学者、公益志愿者等都参与其中；在

家设置劳动岗位，让家长参与学生家

庭劳动教育；在校外充分利用社区、研

学机构等让学生体验职业乐趣、劳动

技能。整合学校、家庭、社会资源，让

教师、家长、社会都参与到学生劳动教

育中来。

记者：设计劳动教育的工作体系

虽不以结果为导向，但如何有效开展

评价也非常重要，金沙小学是如何推

进劳动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

刘玥廷：学校采取了日常评价、活

动和期末综合评价等多种方式。我们

长期以来在《三问关爱手册》中专设

“劳动”一栏，将劳动教育落在实处。

通过《三问》“劳动”一栏的每天反馈，

指导并督促孩子在家中的劳动，让每

一个孩子在家都拥有自己的劳动岗

位。在学校，每个孩子都有固定的劳

动岗位，并每天进行劳动。每个班还

有小义工，为学校尽责尽力。在学校，

教室、公区等环境的劳动情况，会进行

班级评比。期末，还会填写《学生成长

手册》，手册上除了记载学生成绩，还将

学生在社区、学校、家庭参与劳动的情

况记载其中，作为学生的纪念。每学

年，学校还会评选班级、学校的劳动明

星，树立榜样意识和劳动光荣的观念。

记者：金沙小学的在校学生众多，

覆盖的家庭也非常广，学校是如何充

分发挥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的？

刘玥廷：家长是孩子的重要陪伴

者和引领者，也是孩子另一个意义上

的老师，家庭和学校教育形成合力才

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们要求家长

从孩子入校第一天起，就通过家长课

堂了解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和劳动对

于人成长的重要性，让家长配合学校

进行教育。从一年级起，让家长给孩

子固定家庭劳动岗位，通过《三问关

爱手册》记载孩子每日劳动的情况。

6—7个孩子一组，按照住家位置成立

社区学习小组，在节假日由本组孩子

的家长轮流带领孩子们参与各项劳

动。学校还利用班队活动课、社区学

习体验中心，邀请家长志愿者入校给

孩子们讲授劳动课程或进行劳动指导。

访 谈

劳动最光荣
四川省持续深入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时

五德财商主题课程，学生展示学习成果。

学习插花财商辩论赛日常劳动——擦黑板节气课程，学生绘制填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