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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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9 月起，每个中

小学生都要学煮饭炖汤、

修理家电、种菜养禽……

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版）》专门增设了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将劳动课从原来的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

对新方案的这一变化，不

少“70后”“80后”直呼：多

年前的劳动课，如今又回

来了。

近年来，小学生中缺

乏基本生活技能，“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者不在少

数。一项来自教育机构的

调查显示，当下能够“自我

劳动”的学生不足一半，热

爱劳动、有做家务习惯的

孩子更是寥寥可数。究其

根源，一则是个别家长对

孩子过度溺爱，二则是家

长和学校将过多注意力集

中在孩子的学科教育上，

日常劳动教育被淡化、弱

化，渐成教育体系中的短

板。长此以往，一些孩子

不懂劳动、不想劳动、不珍

惜劳动成果，很容易导致

成长中的品质缺位。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将劳动课对象延

伸至小学生，规定劳动课

程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

时，课程内容涵盖日常生

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

性劳动等十个任务群，学

校可结合实际，在不同学

段自主选择确定任务群学

习数量，具有较强的现实

针对性，无疑为劳动教育

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给学校和家长提供了清晰

可行的“行动指南”。学

生从小在家动手打扫卫

生、炒菜做饭，也更能体

谅家长操持家务的不容易，懂得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深刻含义，

对其摆脱在纸面上成长，培养劳动

技能，以及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

意识，健全更加成熟的心智人格也

颇有裨益。

劳动课的开设效果，一定程度上

受制于当前的教育现实。那么，劳动

教育会不会沦为形式主义？如何确

保劳动课程不成为摆设？新方案以

评价促进劳动教育高质量开展，提到

该门课程注重评价内容多维、评价方

法多样、评价主体多元。有鉴于此，

学校应将平时表现评价、学段综合评

价和学生劳动素养监测区别开来，分

别提出相应要求，利用大数据、云平

台、物联网等现代技术进行监督评

价，同时拓宽劳动教育评价的领域，

不仅关注劳动产品，还关注劳动认

知、劳动技能、劳动意志、劳动态度、

劳动习惯和劳动价值观等过程性的

表现性要素。

劳动课的核心在于真实参与。

对小学生而言，劳动既可以是家务

劳动、田野劳动，也可以是参加志

愿活动等社会性劳动，但最终都要

落到动手操作、出力流汗中，让他

们在树立劳动观念，掌握劳动技能

的过程中全面发展。作为劳动课的

第一监督人，家长也要认识到劳动

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配合学校安

排，让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

动、校内事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形

成健全独立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理

念。这是劳动更重要的育人功能，

也是劳动成为独立课程的真正意义。

传承川菜文化传承川菜文化，，体会劳动之体会劳动之美美

俗话说，“食在中国，味在四川。”品

川菜之味，需要得其味也知其味。不仅

仅是品尝菜肴的滋味，更是对其背后蕴

含的文脉基因的探寻。5月19日，四川

省川菜对外交流促进会在泡桐树小学西

区分校开启首届“川菜文化少年推广大

使评选活动”，旨在让“四川少年们”在劳

动中体会文化内涵，在分享中承担传播

重任。

巴蜀文化不是空洞的符号，通过川

菜及川菜文化的学习、制作与推广，让学

生在具体的学习与实践中感悟参天树木

根之所在，怀山泉水源之所流，并从中形

成具有饱满个人体验的劳动幸福感、尚

美感。活动中，成都市劳模、成都市工匠

代一搏，立足个人成长经历告诉孩子们

“劳动奉献光荣，奋斗创造伟大”，并鼓励

孩子们从小事做起、踏实进取，要“学一

行、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将川菜文

化、巴蜀文化传承与发扬，代代更迭的

创新、创意必不可少。中国烹饪大师、

中餐美食文化全球推广特使、四川省川

菜对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李凯，向孩子

们展示了许多自己的创意作品，其中有

“荔枝虾球”“龙宫寻珍宝”等，它们造

型各异、制作精美，像是一个个艺术

品。李凯通过“看图猜原料”与孩子们

互动，借此启发孩子们打破常规、大胆

尝试。活动最后，李凯还将自己用西瓜

上雕刻出莲花的创意作品赠送给了回答

正确的孩子，孩子看着手中的“西瓜莲

花”如获至宝。

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四川省妇联

原主席、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曾清华在来信中倡言：“从

烹饪一道川味开始，争做川菜文化推广

大使，从劳动教育中学会爱自己、爱家

人，从推广活动中学会爱家乡、爱祖

国，带领正宗的川菜走出去，让全国乃

至全球的友人了解我们真正的川菜文

化，将历史悠远的巴蜀文化传承下去、

传播出去！”

烹饪一道川味烹饪一道川味，，感受劳动之感受劳动之趣趣

“快点快点，要倒计时了！我来帮你

舀馅儿，我们把这几个包完，摆得好看一

点。”第三组的孩子们正紧张而有序、忙

而不乱地进行着比赛收尾工作。“泡家厨

房”厨艺比拼大赛紧接着推广活动后进

行，孩子们早在候场准备时就已摩拳擦

掌了。比赛以班级为单位，参赛学生 3

人一队进行小组合作，1 个人负责舀馅

料，另外两个人负责包抄手。只见孩子

们手法娴熟、配合默契，一个一个“小元

宝”很快就盛满了盘。评委们则从卫生、

形状、馅料（分量）和速度五个方面对每

个小组进行打分，评比结束则立即煮锅

烧水下抄手，让孩子们马上就品尝到了

自己亲手制作的元宝抄手。“太好吃了！”

“好烫呀！”“好想再吃一碗。”孩子们排排

坐在后面开心地边吃边讨论，幸福感和

成就感在热气腾腾中洋溢。

“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上‘泡家厨房’

的课，我女儿每次可积极了。”“泡泡

娃”连梓惠的妈妈说。新时代劳动教育

强调身心同参、形神兼具，“泡家厨

房”厨艺比拼大赛将合理任务安排、学

生自我管理与小组团队协作有机结合，

让孩子在展示个人技能的同时加强合作

意识，还能品尝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真

正实现了在劳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收

获。

孩子们吃抄手时，老师们也在一旁

大显身手——“翻滚吧，土豆”教师土

豆创意烹饪大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比赛由一至六年级的教师自愿报名参

加，两两一组，代表本年级“出战”。

土豆是孩子们投票选出的“最喜爱食

物”，为了让孩子们喜欢、评委们满

意，老师们也拿出了招牌手艺：鸟巢土

豆丝饼、锅巴土豆、黄金千丝饼……其

中二年级工会制作的“土豆不土”更是

受到了评委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以芝

士为馅料包裹着厚厚的土豆泥，制成饼

状，再将其外层撒满肉松，置入油锅炸

至金黄，复炸后捞出，用番茄酱、沙拉

酱或辣椒粉点缀并调味。原料健康、造

型可爱，大人小孩都喜欢。

老师们的比赛给孩子们做了模范与

榜样，“小朋友们会发现，他们的老师不

仅能教知识，还会做很多好吃的，他们就

更崇拜自己的老师了。”泡桐树小学西

区分校书记、校长周英说，“这样的比赛

也是想促进教师自身的成长，具备做好

菜的技能，不仅对学生好，对教师的家庭

幸福也有益处。”

家校携手共育家校携手共育，，培养劳动自培养劳动自觉觉

让孩子动手，家长要放手，家校要

携手。据周英介绍，在教育部发布的

《义 务 教 育 劳 动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

版）》的指导下，泡小西区进一步完善

与丰富了适合学生成长的“泡桐树小学

西区分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进一步

构建了校内外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开设

农耕实践、植物组培、家务劳动、社会

服务、工艺手作以及生产劳动课程，搭

建家庭、校内、校际、社会劳动技能比

赛的平台，让学校的“小社会”与校外

的“大社会”充分互动，激发学生劳动

热情，树立正确劳动观。“教孩子们学

做川菜是学校的一大特色，川菜也是我

们进行劳动教育的一个载体。爱家乡的

美食、懂家乡的食文化，孩子们才能更

好地爱家乡、爱国家。”

周英说：“在‘泡家厨房’，我们每个

学期都会为孩子们开设至少一个主题课

程，不同年级有不同主题的学习内容，低

年级的是包饺子、抄手等等，到了高年级

会学做川菜，比如‘麻婆豆腐’‘鱼香肉丝’

等经典川菜。”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动脑

不动手，快要被打倒。动手不动脑，饭

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

地的大好佬。”陶行知这首脍炙人口的

《手脑相长歌》，道出了手和脑统一的重

要性。打造科学、有趣、孩子喜欢、家

长满意的劳动课堂，泡小西区进行了主

题课程设计。孩子们不仅仅是学习炒

菜、做饭，在进厨房“上手”之前，还

要先学习相关菜品的文化渊源、历史故

事、认真掌握菜品的不同做法与具体步

骤，并要自己进行思考与创新，在家里

继续实践，真正达到知行合一、启智润

心。

“家长都是很支持学校的这些课程

的。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孩子吃苦耐劳

的品质，让孩子在劳动中感悟劳动的价

值、学会尊重劳动者、了解劳模精神并学

会基本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培养孩子的意志和美德，通过劳动教

育能使孩子在劳动中提升自我管理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连梓惠的妈妈说，

“我家小孩最擅长的是做蛋炒饭，在家她

会主动要求来炒饭，做的味道不比我们

大人的差。”

“我在家也会包抄手，和爸爸妈妈

一起。但我更喜欢做一些甜点之类的

美食，我还会烤小饼干，做出来以后可

以和好朋友分享。”活动结束之际，一

个三年级的女孩在和记者聊天时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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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泡家厨房’在做什么菜呀？”一个
二年级的男孩路过“泡家厨房”门口，好奇地探
头来问。5月19日，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
校举办了首届师生厨艺大赛，由该校三年级的
孩子们3人一队，在现场用调制好的肉馅、抄
手皮比赛包元宝抄手。老师们也各显身手，做
了很多款“土豆创意菜”。

“我也会包抄手哦，我姥姥什么都会做，我
都是和姥姥学做饭，她很厉害的！”男孩认真地
说道。今年9月起，劳动将作为一门独立课程
进入课堂，成为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构
建家校协同下的小学劳动课程体系，实现“以
劳培德、以劳益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是新
时代劳动教育实践的应有之义。

包抄手，体验劳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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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今年的高考越来越近了，原本

一直大大咧咧的女儿突然紧张起来，

应着前几天的模拟考试成绩不怎么理

想，她开始担心自己高考也失手怎么

办。无数次地问我：“妈妈，要是我高

考成绩不好，怎么办？到时候是选择

去差一点的学校，还是复读？”

女儿的话让我心里一惊。说实

话，女儿的学习成绩一向可以，我一直

坚信她可以考个一本的，而现在听她

都想到了复读，我知道因为一次考试，

她的信心受到了重挫，莫名心疼。虽

说付出努力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但

看她这样，身为母亲，我真的非常担

心，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后果不堪

设想。忍不住抱了抱女儿告诉她，美

好的明天不只有一种模样，很多事，我

们努力了，无须多想结局。

我给女儿讲了我的故事。20 多

年前，我和几个同学非常要好，我

们一起努力，也一起参加了高考。

虽说是一起努力了，可鉴于很多因

素的影响，我们的高考成绩相差很

大。当时考得最好的同学进入了医

科大学，有一个考了师范，我则是

勉强考了个大学，还有一位同学以

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我们的

未来似乎也定了调：念医科大学的

以后做医生一定是风光无限，做老

师的也不差，教书育人，以后桃李

满天下，我的未来看着只能马马虎

虎，落榜的同学似乎就得青衣布衫

与田为伴了。可事实上呢？做医生

和老师的同学发展都不错，我大学

毕业后进了公司，从低做起，一步

一 步 ， 靠 努 力 钻 研 ， 做 到 公 司 中

层，日子也过得不赖。而那位落榜

的同学则不甘落后，一直没有停止

学习，现在也在职场发展得很不错。

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没有相同的两

片树叶，人也一样，世上也没有与别人

一样的人生，时隔20年，我们各有各的

幸福，因为一直在努力，我们每个人的

明天都很美好。通过高考赢得美好人

生固然是好，可即便考差了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在努力的路上不畏艰难，不

忘初心，勇于迎难而上，偶尔的失利和

挫败又算得了什么？但这所有的前提

是——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

对自己有信心。

和女儿说这些，并不是想传输给

她这样一个信号，譬如高考考好考差

不重要。作为孩子的母亲，我当然希

望她金榜题名，然而也是因为是母

亲，我会更心疼她，更希望她不要有

太多包袱。我希望她轻装上阵，我想

告诉她，即便这一次失败也没关系，

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的机会还很

多，我们只要尽力走好每一步，未来

同样精彩。

■ 管洪芬

明天不只有一种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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