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磁州窑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安际衡：

普及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
建立完善的劳动教育机制，开展常态
化劳动教育活动。建议将传统技艺
文化等内容纳入劳动教育实践课程
体系，带领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华
民族各个领域的文化元素，培养学生
跨学科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大附中校
长邵志豪：

劳动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校内、校
外课程资源统筹，更需要学校、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协调育人机制的保
障。统筹好劳动教育师资和资源，配
备劳动教育专任教师并加大培养培训
力度，同时加强社会劳动教育资源开
发，开展城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着重关注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社会主义
学院院长雷鸣强：

大中小学应依据学段和教育类型
等实际情况开展劳动教育。在基础教
育阶段，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劳动价值
观的有效确立、儿童人格的全面发
展。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劳动
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专业学习与劳
动教育的内在关联，激励学生“专业报
国”。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中立：

劳动扎根于日常生活，劳动教育
更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实施，才能
不流于形式，更好地发挥出树德、增
智、强体、育美的综合价值。要进一步
强化家庭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加强
家庭劳动教育指导，同时，支持鼓励社
会力量举办劳动教育基地，补齐劳动
教育资源不足短板。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xw@163.com2

JYDB

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殷樱 美编 李静 新闻
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劳动教育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如何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其中，全国政协委员、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强就表示：“对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教育’形式探索不够。劳动教育也不能只是‘动动手、流流汗’的理念。”

诚然，新时代的劳动教育不只有“泥土”，还要有新内涵、新载体，因地制宜地开展活动。如何丰富劳动教育的载体和内涵，在四川，已经有一些地区和学校在探索，尝试
利用身边的资源，找到劳动教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点，实现了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深度融合。本期，我们选取了部分地区和学校的创新做法，其劳动教育实
践经验可供参考与借鉴。

最是一年春光好，护树添绿正当

时。在一年一度的“3·12”植树节到来

之际，广元市朝天区各学校以“珍爱绿

色生命，共建绿色家园”植树节教育活

动为契机，激励师生走进大自然、整饬

校园地、栽种花草树木、制作植物标

本，动起来、干起来，并通过长期的劳

动教育实践，真正让劳动教育“热”起

来。

植树种树，让劳动教育落细落实
“同学们，春天正是植树的最佳时

节。怎样栽种树苗呢？首先我们要根

据树苗的大小，挖好坑。坑的大小确

保树的根部能被坑容下即可。”3月 11
日，云雾山镇花石小学的学生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正在校园里栽种树苗。

“放树苗的时候，一定要手握树

干，将树苗放置在坑的中部，尽量保证

树干垂直，确保树干深入土中的深度

和它的原有苗圃一样……”老师一边

讲解，一边示范。学生们也纷纷行动

起来，挖坑、放树苗、填土、浇水，学生

们兴致勃勃，校园地里生机盎然。

植树节期间，朝天二小、李家二

小、文安小学、中子实验学校、大滩镇

小学、宣河小学等学校还根据学校的

环境，或安排每位学生用学校提供的

花盆，自栽一盆小花，装扮美丽校园；

或让每位学生领取几粒种子，自行种

植，每日观察记录下植物的生长过程，

体会自然的规律性；或带领学生认识

校园里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成长的

树木。通过植树活动的开展，让学生

从小做起，从身边做起，为班级、学校、

社会增添绿色，让学生出力出汗，感受

劳动的艰辛与快乐。

植树节活动仅是该区劳动教育实

践的一个侧面。近年来，为落实好劳

动教育课程，朝天区建立了以羊木小

学为核心，朝天职业中学、中子镇实验

学校、朝天镇第二小学、曾家镇第一小

学、曾家镇第二小学、李家镇第一小

学、大滩镇文安小学、云雾山镇花石小

学 8所劳动教育特色项目学校为成员

单位的劳动教育联盟，定期开展全方

位交流合作，共享劳动教育资源，促进

劳动教育协调发展，开创朝天劳动教

育特色。调整优化课程设置，推进特

色课程建设，积极探索劳动实践教育

活动。羊木小学开设了《土陶制作》

《土法酿酒》《快乐农场》，蒲家小学开

设了《植物标本制作》，李家小学、大滩

中学开设了《剪纸》课程等在全市小有

名气。在全区广泛开展劳动教育示范

学校创建工作，以点带面带动全区各

级各类学校劳动教育深入开展。目

前，经过学校自愿申报，已评选出首批

“劳动教育示范校”15所。

制作标本，让劳动教育润心无声
“同学们，这棵树形整齐、枝叶繁

茂、四季常青是法国冬青树，这棵树叶

厚实宽大的是枇杷树，这棵即将发芽

的是香椿……”“3·12”植树节活动当

天，蒲家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老师

的带领下，一一认识了校园里与他们

朝夕相处、共同成长的树木。

让每个孩子认识植物，学会制作

植物标本，是蒲家小学的一门特色课

程。

据了解，2018年，蒲家小学搭乘全

省信息化建设的快车，把现代信息技

术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相融合，学

校科学教师把植物标本的采集、整

理、制作的全过程编辑成校本教材。

信息技术老师教会学生网上查询不知

名的植物，把作品图片、制作心得放

到网络空间，实现资源共享。标本制

成后，技装主任会同科学教师帮助学

生生成二维码和标签，便于大家通过

二维码查询。目前，在馆植物登记成

功的标本共计 1000 余件。学校植物

标本馆不仅增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

术的高度融合，更成为蒲家小学一张

响亮的名片。

“低段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室外通

过观察、触摸，去认识每一种植物。而

在我们的标本馆里，每一种标本都有

其独一无二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

可以看见此种植物的制作年份、特性、

用途、注意事项等一系列信息，对高段

的孩子认识植物很方便。”标本馆负责

人介绍，学校地处农村、区域内自然资

源丰富，根据这一特点，开发了校本课

程——《植物标本制作》，为学生提供

多元发展，个性成长平台，促使学生关

注自然、关注科学体验生活，同时，也

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为劳动教育提

供了“试验田”。

此外，蒲家小学还以植物标本课

程为抓手，将劳动教育融入各学科之

中。“以前，孩子们提到写作文就头疼，

我也是想尽奇招，效果甚微。”语文老

师郭崇黎感慨道，“自从学校开设了植

物标本课程，孩子们有了真实的劳动

体验，写作文不再‘无话可说’，写作素

材信手拈来。劳动体验对孩子的写作

有很大的帮助！”道德与法治老师也会

根据劳动实践课适时进行教育，让学

生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学会珍惜

与感恩。“上学期科学期末考试，就考

到了植物的向水性、向光性、向肥性等

特性。我之前制作植物标本的时候就

知道了，所以那道题得了满分。”蒲家

小学五年级学生杨东升说。

蒲家小学植物标本制作课程，让

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从课堂走向自

然，从理论走向实践，凝固的“植物园”

让劳动教育真正“活”起来。

本报讯（何娇娇 摄影报道）劳

动教育与学科知识如何深度融合？

日前，成都市草堂小学用一节大自

然里的数学课，从多个维度把自然

生活带到孩子们身边，拓展劳动实

践新载体，尝试重构劳动教育。

准确的“黄金比率”、整齐的“斐

波拉契数列”、美丽的“花朵方程”、

神奇的“黄金角”等，都是数学模式

在植物中的完美体现。在“3·12”植
树节前夕，成都市草堂小学的老师

借助植物的图片，带领学生开启斐

波拉契数列的研究之旅，用数学的

眼光来看植物的世界。

学生通过图片上的植物直观地

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透过植

物本身看见背后的数学规律。课堂

上，学生们还制作手工“四叶草”，加

深对对称美的理解，领会对称美的

价值。

初春宜种，植树节已至，学生们

还拿起小铲，为自己种下一棵小小

的植物，去仔细倾听它们的表达，去

观察在四季年轮下的变化，去探究

生命的脉络。随后，学生还把一株

株植物带进教室，为教室增加一点

绿意，一点生机。

据悉，成都市草堂小学全力打造

未来学校的新型学习生态场，“劳动

教育之园艺课程”以自然劳动体验活

动为基础，以探究式课程项目为行

为方式，以系统建设为发展方向，唤

起学生对生活的爱与责任、重建人

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传承传统文化。

“老师，惊蛰一到，泥土都湿润起

来。”“老师，惊蛰一到，气温越来越高

……是不是温度与种庄稼有密切联

系？”趁惊蛰节气、万物萌动良辰，邻

水县八耳镇中心小学少年宫气象站

辅导教师甘裕中带领气象组的学生，

制作气温变化统计图，分析惊蛰与立

春、雨水气候差异，引导学生了解物

候变化、农耕活动特点。

这仅仅是该校《二十四节气耕读

课程》校本课程实践活动实施以来的

一个小场景。2019年以来，邻水县八

耳镇中心小学充分利用大自然赋予丰

厚的教育资源，在不同节气的农耕生

活里，用生活教育的理念，找到农耕资

源与学科融合点，探寻“农耕文化与学

科融合”校本课程建构与实践路径，丰

富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

节气文化进课堂
探索劳动教育突破口
虽然八耳小学地处农村，但该校

在调查中发现：孩子们大多数不了解

二十四节气的耕种规律，不清楚农作

物种植季节，不能准确辨别农作物种

类。怎样利用当地农耕资源，探寻劳

动教育与学科教学的融合点，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八耳小学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

定以二十四节气为突破口，把“非遗”

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结合，制订了

《基于二十四节气课程耕读教育实施

方案》《节气文化进课堂实施方案》，

吹响了农村耕读教育号角。

在此基础上，学校将劳动教育纳

入课表，每周开设1节劳动课程，开展

劳动知识与劳动技能教育，并建立

“一日三扫，周五大扫除”及一人一岗

制度，制定《家务、班务、校务、农务劳

动指南》，将班务劳动、校务劳动的任

务分派给每一位学生，让班级中人人

有事做，事事有人管；基本构建起“家

务、班务、校务、农务”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在劳动中培养学生的自信与责

任担当。

找到劳动教育的方向，关键在于

实施。该校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提

出了不同劳动要求。在家里，小学一

二年级每天要整理饭桌、整齐摆放鞋

子，三四年级每天要整理房间、学习

洗内衣袜子，五六年级学会洗衣、做

饭……在学校，除了引导学生积极整

理内务，还分为低中高年级三个大

组，低年级组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负责浇灌及培育学校的花草，并为花

圃草坪设置符合儿童特性的小标语；

中年级组负责在每日餐后帮助食堂

工人打扫各班就餐点，监督师生进行

“光盘行动”，并为食堂设计爱农爱

粮、文明就餐的标语；高年级组则负

责每日清洁校内外各种卫生死角，监

督并考核各班每日公区打扫情况。

学生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参

加劳动实践，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

养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

2019年以来，该校还结合当地节

气的农事特点，依托校外农民的田

园、家园以及学校的小菜园，以农耕、

农时、农具为载体，通过摄影、绘画、

写作、诵读等方式，在惊蛰、立夏、芒

种、立冬等节气开展“三候”体验活

动，让 3—6年级的学生走向田园，参

与春播夏耘，触摸二十四节气农耕规

律，辨识五谷蔬果。

学科深度融合
拓展劳动教育新内涵

“乡村教育应充分挖掘农村的地

方特色资源优势，传承与创新农耕

文化，转化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让学

生通过乡土课程的学习与参与式体

验，在大自然、大社会中建立对知识

与科学的认知，通过实施全纳教育，

从整体上促进农村学生健全人格的

养成，为农村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该校校长吕小珍在四

川省文莉名校长鼎兴工作室邻水县

小学校长学员发展论坛活动中介

绍。

近年来，该校以耕读教育为抓

手，收集整理二十四节气教育资源，

分学段编印《基于二十四节气耕读课

程》，涵盖节气诗文、农时农事、农耕

实践、健康护理等内容，弥补了国家

课程、地方课程的不足。积极探索

“耕读+”教育模式，深入农村、农院、

农家，走进田园、菜园、果园，寻找节

气耕读教育资源，初步形成了“思品

课＋乡土情怀培育”“语文课＋田园

写作培训”“科学课＋农业发展探究”

“体育课＋时令健康讲座与锻炼”“美

术课＋节气寻找色彩行动”等课堂模

式，实现了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的深度融合。

下一步，该校将着力打造乡村耕

读文化，制作耕读教育校牌，设计“二

十四节气下的耕读童年”图案，建设

“耕读长廊”“农耕记忆馆”“耕读吧”

“耕读舞台”，让农村的孩子们在耕与

读、学与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中播

种希望，收获快乐，给他们的童年涂

上了最鲜亮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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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广元市朝天区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实践——

从书本走向生活，劳动教育“活”起来
■ 董仙莲

重构劳动教育
大自然里学数学

“二十四节气”里的劳育课
——邻水县八耳小学劳动教育小记

■ 甘彬煜 陈秋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