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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全名“五一国际劳动

节”，今天这个节日的意义更多是

为了讴歌劳动者，致敬劳动者，弘

扬劳动精神，培植劳动风尚。如今

的劳动教育尚存在一些短板，部分

孩子的劳动素养不高。在欢度“五

一”的日子里，家长在休息娱乐之

余，不妨利用这个节日，给孩子上

几堂生动的家庭劳动课，渗透些劳

动教育元素。

陪孩子观看节庆节目，让孩子

懂得劳动最美丽，从小立志做一个

光荣的劳动者。节日里，各大电视

台都会播出庆祝晚会，举行劳模表

彰大会，播放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

的感人片段。一些地方也会组织

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在陪伴孩

子观看这些节目时，家长可抓住其

中的有利元素，引导孩子了解中华

民族是一个崇尚劳动、热爱劳动、

勤于劳动的民族，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厚重的劳动

基因，以劳动为荣、以劳动为美，让

孩子学会弘扬劳动精神，传承劳动

基因，做一个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的人。

带孩子参观劳动成果、劳动场

景，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善待

身边的每一个劳动者。在这个假

日里，有轻松的娱乐休闲，也有辛

勤的岗位坚守。5天假期，家长不

妨带孩子外出走走，让孩子深入社

会，走进田间地头，看看社会的巨

大变化、领略生活的复杂多元，知

道生活因劳动而日新月异，劳动因

生活更有激情和活力。不管我们

身处什么样的家庭、具备什么样的

条件，将来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

业、在什么样的岗位，都要始终保

持对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

敬意，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为他

人劳动尽可能提供方便，学做高素

质的劳动者。

带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务

劳动、生产劳动，引导孩子从小热

爱劳动、诚实劳动。劳动是一个动

词，劳动教育要尽可能让孩子动起

来，出力流汗。城市家庭，可以带

孩子参加一些社区志愿活动，让孩

子用行动慰问劳动者，帮助劳动

者，致敬劳动者，学做劳动者；

农村家庭，可以带孩子参加力所

能及的生产劳动，让孩子熟悉劳

动场景，亲近劳动人民，体验劳

动生活，增强劳动情感。如果不

具备条件，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

搞搞家庭劳动，引导孩子在学习

整理房间、叠放衣物、喂养宠物

等日常家庭劳动中和小制作、小

修理、小发明等创新创造劳动中

强化劳动习惯，习得劳动技巧，

养成节俭意识，为孩子向合格劳

动者成长提供充足养分。

按照惯例，每年的五一小长假，我

们全家都会一起在母亲家度过。当

然，与许多人不同，我们去母亲家，可

不是去休闲或“蹭”美食的，相反，我们

是去劳动的。用女儿的话说，人家的

“五一小长假”着重的是“小长假”，我

家过的才是真正的“劳动节”。

母亲50岁从岗位退下来，时间瞬

间多到发慌。日子要怎么打发？我们

都曾为母亲担忧。可我们还来不及为

母亲出谋划策，母亲已干脆利落地盘

下了附近菜场上的一个大摊位。母亲

说她早就考虑过自己要过怎样的退休

生活，养花种草她不会，整天无所事

事，日子未免又太过无聊，干脆盘个摊

位，忙忙碌碌有个喜欢的事干，多好。

母亲向来脾气倔强，知道劝也没用，我

们就干脆不劝，便帮着她进货、看摊，

热热闹闹开了张。

原本想着由着母亲弄个菜摊是为

了让她打发时间，可母亲人缘好，做生

意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开张没几个

月，生意便红红火火，逢上节假日，更是

忙到不可开交，这不，把父亲也拉了入

伙还不够，母亲说，有时候，忙到恨不得

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心疼母亲，我便

打定主意只要有空便去给母亲打打下

手，自然，这样的事也是要带上10多岁

的女儿，这丫头向来脸皮薄，平日里不

喜欢多说话，偏还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

知挣钱的辛苦，实在应该历练历练。

把女儿第一次安排在菜摊上和母

亲一起做生意，女儿无所适从，即便我

教了她在菜摊边如何帮着外婆照应，

她更多时候也只是杵在那里。但慢慢

地我还是注意到，女儿有了改变。因

为看着外婆跑前跑后，她也会心疼，偶

尔母亲生意应付不过来，喊她帮着拿

菜，帮着称重，她也会跑前跑后地张

罗，从最初的不好意思，视而不见，慢

慢地，她熟能生巧，甚至成了主力军。

自然，她们忙碌的时候，我也是不

闲着，除了帮母亲打理一会儿生意，我

的主要任务是帮着做饭。母亲平日里

生意忙，一日三餐也就对付着，很多时

候都是一下子做几个菜，吃上几天。

我给母亲做饭，做她喜欢的糖醋里脊、

醋溜白菜、油焖茄子。虽然是一些家

常小菜，母亲却是每每吃到笑容满面，

常说“女儿来了，我就有福了。”

除了给父母做饭，我还帮忙打

扫。趁着有空，我和老公便该清理的

清理，该修理的修理，能为母亲做点事

情，我尤为开心。而女儿通过身体力

行，也懂得了生活的不易，知道了赚钱

的辛苦，学会了感恩。

一晃这样的“劳动节”我们已过了

几年，我依然没劝母亲歇下来好好安

度晚年，因为我知道母亲乐在其中，我

们也很开心。

完整的教育除了良好的社会教育

生态、高质量的学校教育，还需要顺

应每个儿童各自发展特点和需求的优

质家庭教育。建立共同的教育理念是

良好家校协作关系的基础。学校要帮

助和引导家长为每个儿童建立共性发

展及个性化发展需要的教育目标，要

结合学校实际工作，搭建各类家校共

育平台，让家长和老师共同经历，共

同感受，及时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

提升老师和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能

力。

家校“共爱”，智慧地爱孩子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

基础和前提，爱也是父母与孩子、老师

和学生、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情感联结

纽带。作为学校，一定注重营造浓浓

的爱的氛围，强化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双减”之下，家校需要共同培养

孩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控制能

力、独立生活学习能力。家长要和学

校协作，每天上学前引导孩子对照课

表，准备必备的学习用品，并有序整齐

地放在书包里。重视孩子基本生活自

理、物品整理能力的培养。比如，针对

孩子的卫生习惯，学校精心制作视频

进行指导，家长重视了，孩子的收纳整

理及卫生习惯也会好很多。教师和家

长智慧地爱孩子，才能不仅仅关注孩

子当下，还放眼孩子未来。

家校“共情”，传递信任的纽带
家校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很

多教育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老师应理

解家长的诉求，能换位思考家长的难

处；家长也能站在班级发展角度，理解

老师的不容易。

老师不只是在教育专业上有话语

权，还需要在与家长沟通时充满温

情，班级群里的分享交流非常重要，

针对家长的共性疑惑，老师可以在群

里公开回复；而对家长的个别疑惑，

一定要选择私聊或主动沟通。同时，

老师要耐心倾听家长、孩子的心声与

需求，理解体谅家长的苦衷，给予其

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当遇到需要

家长积极配合的教育问题时，从解决

问题的角度入手，从为孩子更好成长

的角度切入话题。先了解孩子在家情

况、家长的认识和感受，然后交流孩

子的闪光点和不足，接着开出问题解

决的处方，让家长感受到学校不是在

推卸教育责任，而是通过沟通共同帮

助孩子成长。在此过程中，老师要鼓

励家长积极作为，适当的时候，可以

举行家长表彰会，具体、正面、积极

地夸奖家长好的育儿做法。让家长在

被肯定中，更愿意参与到孩子的教育

中。当家长信任学校和老师后，联结

的通道打开，老师对家长的影响就能

直达心灵，家校共育的效果自然更

好。

家校“共学”，共同对话的基础
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更新

知识和做法，顺应当下儿童发展所

需。家校要共同学习，才有共同对话

的基础。

家校共读教育类书籍，让老师和

家长在同一频道对话，以书为媒介，对

家长进行引导，让家长在读书、写作的

过程中，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改进自

己的教育方法。

老师也要加强学习，提升自己的

教育教学专业能力，不被有的家长不

当的教育观牵引，还要善于借助学校

教育资源、专家优质资源，给家长正面

引导。家长参与家庭教育培训后，老

师要追踪了解其“学以致用”的情况，

在与家长聊到孩子教育问题时，结合

专家给的理念和方法，和家长一起商

量适合孩子的具体方法。同时，通过

表扬孩子的进步来激励家长参与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家校“共研”，找到科学成长之道
老师和家长应成为同一战壕的战

友，共同研究解决孩子成长问题的办

法，共同实施对孩子的帮扶教育。老

师要引导家长学会针对家庭建设、学

生成长问题进行研究，找到科学合理

的办法，改变自身行为，从而影响孩子

成长。在学校的发展委员会、校级家

委会上，各部门可以进行家长提案反

馈交流，家委会委员可以参与学校重

点工作的研讨，让学校工作安排、实施

考虑更周全。家长在这样的参与中深

入理解学校工作宗旨，也能更加配合

学校开展相关工作。

家校共育的目标是“让每个儿童成

长为更好的自己”，架起共爱、共情、共

学、共研之“桥”，家校共育自然更有效果。

劳动者就在我们身边
救死扶伤的医生是劳动者，

保护群众的警察是劳动者，辛勤

耕作的农民是劳动者，在人们普

遍的印象里，劳动者往往与他们

从事的职业相关联，并由此延伸

出整个群体的画像。但当真正走

上街头，这些人仿佛“藏”了起

来，不见了身影。

打开思路从跳出刻板印象开

始。“我们身边都是劳动者呀，这个

记者姐姐也是劳动者，还有那个蛋

糕店的收营员姐姐，马路对面早餐

店的店主，他们应该都属于我们的

‘目标’范围。”走出家门，“观察员

小队”一边思考，一边四处搜寻劳

动者的身影。

一个清洁工爷爷走进了孩子

们的视线。远远地，他们先讨论了

起来，“这个爷爷正在劳动，他在清

扫地上的垃圾。”“他还穿了工作

服，推着工具车，是很专业的劳动

者。”“你们看，他工作时也很认真，

一点脏东西都不放过。”……几番

打量，孩子们决定上前，清洁工爷

爷就是他们今天找到的第一位劳

动者。

在短暂的对话中，孩子们了解

到：清洁工爷爷通过劳动维护着街

道的整洁、城市的美观，劳动的意

义对他而言是默默服务于附近居

民的生活，尽管人们来来往往很少

会关注到他，但却能在他的劳动成

果中受益。

超市的营业员、肉店剁肉的大

姐、小卖部的老板、外卖小哥，还有

工地旁的建筑工人，小观察员们开

启了自己的“劳动者搜寻雷达”，各

行各业的劳动者被他们看见，越来

越多的职业被他们了解。

劳动者付出劳动，相应地获

得报酬，而不同的劳动能获取的

报 酬 也 有 多 有 寡 。“ 能 赚 多 少

钱？”便成了小观察员们十分关心

的现实问题。“成年人世界的不

易，孩子们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小观察员聂一然的家长表

示，孩子回家以后主动聊了“工

资”的话题，一路上的见闻让孩

子对金钱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懂

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

什么样的劳动者最美
丽？

“婆婆的脸蛋非常光滑，眼神

中透着慈祥。她很懂得打扮自己，

穿着粉色的花衣裳，戴一副金耳

环，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玉坠，看起

来高调中不失韵味，漂亮极了。”牛

肉面庄的婆婆是不少小观察员心

中“最美劳动者”的不二人选，除了

靓丽的外表，她颇高的人气还来自

于小观察员们对她能力的认可和

品行的钦佩。

“她剁辣椒的手法十分娴熟，

先掐头去尾，再‘开膛破肚’，剁好

的辣椒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旁，

一点也没有掉在地上。”一个孩子

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她不仅做事

很厉害，而且她还不领工资，是作

为义工在面馆帮忙的。”在刚刚感

受到赚钱不易的孩子们心中，义工

婆婆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

在牛肉面庄义工婆婆身上，小

观察员们感受到了外貌之美、品行

之美，而在另一个呼声很高的“最

美劳动者”——外卖小哥身上，小

观察员们则指出了另一种更具反

差感的美。

“ 外 卖 小 哥 是 一 个 24 岁 的

‘老哥哥’。他皮肤很黑，脸上有

些深深浅浅的皱纹，他说他才24

岁，可他看起来都30多岁了，大

热的天，穿着一身厚衣裳。”小观

察员们了解到，外卖小哥的工作

时间从早上 8 点一直到晚上 10

点，一个来回最多要跑 7 公里，

每天平均接送50个单子，风里来

雨里去的生活让他的面容变得沧

桑，但这份辛苦中的坚持也让小

观察员们觉得很美。

习惯了点外卖、吃外卖，通过

外卖小哥的这张脸，小观察员们也

终于对送外卖有所体会：“我们享

受的便利、快捷背后，是外卖小哥

们辛苦奔波的劳动成果，每一份工

作都应该被看见，每一份劳动都应

被尊重。”

“现在的孩子过于缺乏生活体

验，很多道理只有当他们走入社会

时才能明白，这样的实践机会让他

们能够接触到真实社会的样子，明

白生活的正常运转是怎样通过一

个又一个不同岗位上的平凡劳动

者维持的，这比书本上的知识、比

家长对他们的说教都更加直观、更

有意义。”小观察员董蕊菡的妈妈

说。

体验、分享，让写作变
得简单

有了细致地观察、深入地问答

做铺垫，小观察员们要做的就只剩

下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转化成

文字了。写作课的魅力就在于同

样的话题，孩子们因为视角不同、

抓取素材各异，最终呈现出具有真

实感受、独特风格的表达。

不过，万事开头难，如何下笔

可愁坏了小观察员们。翡翠城社

区社区教育项目负责人罗爱华为

孩子们做了一些指导，她将写一个

具体的人进行了拆分。“写人也是

写人的外貌和神态、写人的动作和

语言。”罗爱华提醒孩子们，描写人

的外貌需要抓住人物特点，不能依

照刻板印象，写“脸谱化”的人。在

写人的语言时，不能全盘复述，而

要在表现人物本身的基础上，选择

符合人物身份的话语插入文中，不

写“无用”的话。

为了小观察员们能够更好地

完成“看”与“写”的转化，翡翠城社

区社区教育海棠老师又带着孩子

们对过程进行了回顾。“在刚刚的

体验中，哪位劳动者令你印象最深

刻，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孩子

们纷纷举手，有的对外卖小哥的头

盔记忆犹新，因为专门试戴了外卖

员头盔，孩子对它的重量、佩戴感

受都有最直观的体验。“那个头盔

有半斤重，戴着很闷，可外卖员哥

哥每天要戴着它十几个小时。”有

的则说起清洁工爷爷，每天长达16

个小时的工作时长，早出晚归却收

入微薄，令孩子们很同情。还有的

回答牛肉面庄婆婆，因为她说话、

做事时总是笑盈盈的，好像从不会

累。……

写作的灵感在分享中被慢慢

激发，在孩子们的笔下，劳动者们

的着装、样貌、话语、微表情和小动

作都成为他们“最美”的佐证。“看

真实的世界比凭空的想象更有生

命力。”林义宸妈妈在看到孩子的

习作后由衷地感叹道。

架起家校共育之“桥” ■ 成都市沙堰小学 张晋蓉

过一个真正的劳动节 ■ 朱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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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劳动寻找最美劳动者者
——小小观察员的体验式写作课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文/图

“她是一个‘老婆婆’，正站在案板前剁辣椒。见我们围过去，她便笑
着招呼我们，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下，把辣椒无情碾碎。‘婆婆，你今年多少
岁了？’我们问她。她并不正面回答，反而与我们玩起‘有奖竞猜’的游戏，

‘你们看我像多少岁？谁猜对了，我请他吃面。’‘18岁！’我们脱口而出。听
到这个答案，‘老婆婆’又惊又喜，脸上也笑开了花。”

劳动节将至，成都市东湖街道翡翠城社区的孩子们化身“小小观察
员”，把写作课堂搬到了街头巷尾，开启了一场“寻找最美劳动者”的体验
式写作。孩子们在寻找中观察、在体验中思考、在写作中生成。

孩子们对话牛肉面庄“婆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