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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某短视频里，一个爸爸边拍视频

边说：“快来看看啊，又在造假啦。”视

频画面里，一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一手

拿着扫帚，一手拿着撮箕，摆着扫地

的姿势，妈妈拿着手机在拍照，拍好

一张换个姿势再拍一张，拍完孩子立

即放下了打扫工具。从视频的内容

看，是学校经常要求学生在家劳动并

拍照上传，为了应付学校的任务，于

是造假。

学校期望的家校协同劳动教育，

为什么会异化成拍照上传的形式

呢？江苏省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教

师孙中兵认为，这当中固然有家长和

孩子的认知原因，但学校也有责任。

学校在设计家校协同的劳动教育活

动时，应设计具有趣味性、适切性、创

造性的劳动，避免纯体力的劳动。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有趣的劳动才能激

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乐于参与到劳

动中去。只有趣味还不行，还必须要

注意适切性，即为不同学段、不同性

别、不同爱好的学生设计多样的可供

选择的劳动。劳动的设计还要注意

创造性，需要激发学生智力去思考、

去观察、去研究，在劳动中获得成就

感。

让学生乐于参与到劳动中去，才

能不异化为拍照上传的形式，才能在

劳动教育实践中形成适应个人终身

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价值

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才能体现

劳动课程的育人价值。

在安徽省六安市新安中学教师

许秉红看来，一些家长不让孩子做家

务劳动，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害

怕发生事故。许秉红小时候，家里有

一部只能使用电池不能接交流电的

收音机，而电池用不了多久就需要换

新的。家里刚通电的时候，许秉红产

生了一种想法，如果让收音机接上电

不就不需要老换电池吗？说干就干，

趁父母不在家，许秉红和弟弟找来一

节电线，弟弟托着收音机，许秉红接

电源。刚一接通，只看到火光一闪，

“砰”的一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幸

亏弟弟及时将收音机扔了，不然他们

肯定都受伤了。

这件亲身经历的事情让许秉红

明白，一个家庭缺乏对孩子“安全

规范”的劳动教育是很危险的。而

如今，劳动教育在家庭较难推进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问题。有

的家长或许很忙，或许嫌麻烦，没

有教孩子怎样安全规范地劳动，干

脆把孩子保护起来，不让孩子做，

这其实是因噎废食的短视行为。“小

孩子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你越不让

他做，他越会偷偷做，那样反而不

安全，倒不如及时引导，在孩子心

中种下‘安全规范’的种子，使他

逐步养成安全规范的劳动习惯。”许

秉红说，学校也要有所作为，给予

家长一些培训，通过规范的培训，

提高认识，改变观念，规范行为，

让家长们掌握劳动教育的方法。

（本版文字由“教育写作共同体”
提供）

家校同家校同家校同频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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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根据不同学段制定了多样化的学段目标，不仅在宏观上明确了劳动

教育的价值，也在微观上对劳动教育作出了具体的要求。

家庭是劳动教育的主阵地，在新课标的指导下，学校能够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什么支持？家庭和学校又

该如何系统地开展既适合孩子年龄段，又富有趣味的创造性劳动？如何增强孩子的劳动观念，让孩子习得基

本的劳动技能，涵养热爱劳动的品质？近日，由四川省屏山县学苑街小学张道明老师牵头，来自江苏、广东、湖

南、新疆、重庆、四川等10多个省（市·区）热爱写作的校长、教师、教研员共同组成的“教育写作共同体”举行了

一次线上沙龙活动，就劳动教育话题开展了讨论。

谈起孩子的家庭劳动，不少家

长表示情况并不乐观。很多家长最

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觉得劳动可

有可无。“老师，我的孩子在校表现

怎么样？我们在家什么都没让他

干，他只需要认真学习就够了。”这

是四川省江安县大妙镇中心小学校

教师罗庆兰经常听到家长们说的

话。

家庭劳动和学业成绩真的是鱼

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吗？这种观

念，罗庆兰并不认同。“家庭劳动是

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应该尽到的义

务，这是一份责任，孩子从小就应该

培养家庭责任感。”罗庆兰说，让孩

子做家务不是浪费学习时间，做家

务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不仅如此，

家务劳动还能促进文化课的学习。

小小家务活不仅要动脑、动手，还能

锻炼孩子的协调能力，培养孩子对

生活的热情。让孩子爱劳动，爱生

活、爱家人，才是真正为他们的未来

负责。

罗庆兰班里那些成绩优异的学

生，没有一个在家里做“甩手掌柜”，

他们之中不乏一些家务劳动能手。

在罗庆兰看来，家长如果什么事都

主动包揽，孩子就会失去很多机会，

失去独立的机会，失去体验生活烟

火气息的机会。家长适度放手，孩

子往往更优秀。

“家是一个人成长的沃土，家长

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应该

承担起劳动教育的义务。”四川省都

江堰市团结小学教师黄萍说。细读

《义务教育劳动教育课程标准（2022

版）》，发现课标对每一学段的任务群

从“内容要求、素养表现、活动建议”

都给得非常详细，细到用笤帚扫地、

拖把拖地，用抹布抹桌椅等，这些基

本的劳动技能都可以在家中实现。

黄萍认为，劳动教育的启蒙在

家庭，父母是孩子劳动教育的启蒙

老师，家庭是早期劳动技能培训的

基地。孩子不仅模仿能力强，还对

陌生事物充满好奇，家庭成员的言

行就是孩子模仿的对象。如果一个

家庭一直以来都被打理得井井有

条，大人们习惯将每一个物品使用

后归位，也要求孩子这样做。孩子

也会慢慢养成劳动的意识，具备劳

动能力。如果父母扫地、拖地、洗

衣，让孩子参与，既能满足孩子的好

奇心，也能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家中

的一分子，体会到责任，享受到劳动

的乐趣。这样经过多次实践，孩子

不需要家长手把手教，也能掌握家

庭劳动技能，骨子里就会生长出热

爱劳动的品质。

要让劳动教育真正落地，扭转

家长和学生对劳动的误解之外，学

校也应该成为家庭劳动教育的推动

者，为学生创造劳动教育场域。四

川省屏山县学苑街小学教师张道明

表示，让学生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

认识到劳动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体

验到劳动可以带来快乐，感受到劳

动可以创造“财富”也很重要。教育

不能把劳动当作一种惩戒手段，当

学生违反了纪律或者没有完成作

业，教师不应该罚他们去打扫卫生；

校园种植园不能只有家长和老师忙

碌的身影，要让学生去锄地、播种、

浇水、施肥、采摘，甚至拿“产品”到

街上去卖，在动一动手、弯一弯腰、

出一出力、流一流汗中感受到劳动

的辛苦，品尝到收获的喜悦，植根热

爱劳动的品质。

新课标指出，学校在实施劳动课

程时要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家

庭和社区紧密合作，构建“家庭——

学校——社区”一体化劳动教育环

境。这为学校助推家庭劳动教育提

供了理论遵循。那么，家校如何形成

合力，让劳动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

朝纪念小学教师王伟表示，学校要强

化主导作用，多形式助推家庭劳动教

育。

“学校应该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

一种系统化的支撑。”王伟说。首

先，要坚持理念引领，凝聚家庭劳

动教育共识。新学期，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对校园文化环境进行了重置。在饭

堂、公区、教室等多处区域粘贴劳

动文化宣传标语，并在公众号、校

园网站等宣传平台发布多篇劳动教

育相关文章。利用家长培训超市、

家长沙龙等渠道讨论家庭劳动教育

相关话题。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家长

转变家庭劳动教育的观念，让家长

认识到劳动不是额外的任务，劳动

能够深深地影响孩子的品行养成和

价值观的树立。

其次，坚持项目驱动，打造特

色家庭劳动课程。现在不少学校都

设计了劳动教育课程，然而其中缺

乏特色家庭劳动课程。比如，有学

校利用校园后面的桑园地，大力打

造集种植、采桑、养殖、培育、织

丝于一体的综合性劳动课程，这是

学校主导劳动课程的典型形态。但

王伟认为，这种劳动课程还可以进

一步细化，权责下放到班级，以班

级平台为依托，从自身班级实际出

发，打造特色劳动课程。王伟结合

自己班级的文化创建，以“顺德牛

奶的奇妙之旅”为情境，设计了涵

盖“探寻水牛奶发展史、学习制作

水牛奶甜品、拍摄制作视频、开发

系列微课”四项大任务的劳动教育

课程。将家庭劳动教育中“烹饪帮

厨”中的部分任务有机结合到班级

特色劳动课程中，采取布置亲子劳

动任务的方式，创造了家庭成员共

同劳动的机会。这种融合为一整

体、散为满天星的家校协同劳动教

育课程将会成为家庭劳动教育的主

流形态。

最后，坚持评价导向，制定家庭

劳动教育评价量规。没有评价的劳

动教育，无法深入持续，效果大打折

扣。劳动教育要体现“学教评一致

性”的原则，在课程设计之初，以逆向

设计的思路，重视评价量规的设计。

运用评价量规主要是强化家长对劳

动教育过程中的评价和监控，为家长

合理评价孩子的劳动教育成效提供

标准和依据，避免主观臆测和偏于一

端。比如，在推行“顺德牛奶的奇妙

之旅”劳动课程时，王伟便设计了过

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评

价量规，注重发挥教师、家长、学生、

网络平台成员等多元主体评价，在课

程实施的不同阶段，以文字成果的汇

报、采访对话及交流、甜品的制作及

过程的展示、网络平台的投票、APP

的视频播放量等不同形式进行评

价。值得注意的是，评价量规不能繁

琐，应该简单醒目，容易操作。

四川省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副校

长代益梅非常赞同王伟的观点，她认

为，学校不仅可以为家庭劳动教育提

供“评价标准”和“展示平台”，还可以

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一个系统的“工

程”。以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实施的

“亲子生态劳动微作业”为例，这项

“工程”可以包括：一是系统设计整个

6年的学生家庭劳动任务清单。单靠

家长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绝大多数

家庭的劳动内容安排上会比较随意

和零散。因此，在课标未出台之前，

学校便为孩子们设计了1—6年级共

12个学期的在家劳动微作业，每周完

成一个微作业，每学期设计10周，整

个小学阶段就能完成 120 个在家劳

动微作业，包括整理与收纳、烹饪与

营养、种植与养殖等。

二是系统组织开展不同学段的

家庭劳动亲子体验。学校可以牵头

组织家庭劳动活动，每个学生回家在

家长的安全监护下对标实践，既能增

强亲子关系，更能体现多对一的指导

优势，这些是学校场域下无法带给孩

子的劳动体验，同时也能解决家庭劳

动教育碎片化、标高不均的问题。

三是系统收集、整理、评价和展

示学生家庭劳动教育的成果。比如

学校这学期的“亲子生态劳动微作

业”布置了10次，就有3次比较及时

的全校性 1—6 年级优秀作业评比。

最近的一次是一年级剪五角星，二年

级剪对称图案，三年级缝纽扣，四年

级缝沙包，五年级拟定家庭出游方

案，六年级农事体验。这周布置，周

日上传作业到学校平台，下周评比出

优秀作业在学校微信公众号上进行

线上展示，学期末还会在线下举行

“劳动大咖”的终极比拼。当然，学校

还可以通过家校社协作，系统整合能

提供学生进行深度劳动体验的各种

资源。

“劳动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

是一种基本能力。学校和家庭是劳

动教育的主阵地，落实好家庭劳动教

育，家长和学校都有义不容辞的责

任。”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第五中学

教师丁国满说。在学校，班主任要利

用班会课，设计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

创意活动，如厨艺大比拼、“劳动大比

武”等，还可以设计家庭劳动教育活

动，让学生利用周末完成，如养一盆

花、种一棵树、洗一次碗等；任课教师

要联系课文中的相关篇目，让学生明

白“劳动最光荣”的道理。在家里，父

母是家庭劳动教育的示范者，父母的

劳动行为，将影响并带动孩子参与

劳动。因此，父母要摒弃“唯分数

论”的思维，把劳动作为孩子生存

能力培养的第一要素，给孩子示范

炒菜、做饭，带孩子走向田间地

头，扳玉米、摘枸杞，一起劳动，共

同体验劳动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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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为家庭劳动教育提供系统“工程”

趣味劳动，让孩子乐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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