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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4日下午两点，在棕榈树

下、冬日阳光中，一堂主题为“包‘萝’万象

美‘卜’胜收”的劳动课在成都市锦江实验学

校劳动实践基地艺园户外教室开讲。

“孩子们，之前中午在教室和你们一起

吃饭时，发现许多同学不喜欢吃萝卜，会把

萝卜倒掉。但萝卜含有人体需要的营养，还

能给我们补充许多微量元素。……”课堂在

户外进行，用于讲课的电子黑板，放置了烹

饪用具、原材料的桌子早已提前摆在一个小

树林里，胡玉铃老师手持话筒讲课，五年级

的孩子穿着围裙、戴着口罩、站列整齐听课。

上课开始，胡玉铃围绕“如何让孩子们爱上

萝卜，改掉挑食的坏毛病？”的驱动性问题，

对标劳动课程的核心素养要求，带领孩子们

开展了序列化的劳动教育项目学习。课堂的

主体部分，孩子们用自己种植的萝卜，制作

出一道道家常菜。凉拌萝卜丝、樱桃萝卜、青

萝卜汤、酱炒白萝卜、糖醋萝卜……孩子们

端出丰富菜品，请前来听课的老师品尝，还

想出各种推荐词进行“推销”。

这是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义务教育

劳动课程标准实验研究项目”锦江实验区调

研活动的一幕。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

准研制组组长顾建军教授等专家走进锦江

实验学校开展项目调研。锦江区各学校劳动

教育分管行政人员和教师共计 100 余人参

加活动。

教师
用劳动解决学生挑食的问题

“学会食物营养搭配，在提升烹饪技能

的同时，让孩子们体会一日三餐来之不易，

从而解决挑食的问题。”课后，胡玉铃老师结

合课例，向与会专家和教师分享了以项目式

学习为载体，结合校情、班情，落实劳动课

标，提升学生劳动素养的经验和做法。

胡玉铃说，《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指出，5-6 年级学生“用简单

的炒、煎、炖等烹饪方法制作 2-3 道家常

菜。参与从择菜、洗菜到烧菜、装盘的完整过

程”。在这节课之前，针对萝卜的种类、营养

价值、栽种及收获方法，孩子们在前期项目

式学习中都进行了探讨。这节课的重点是：

掌握烹饪萝卜菜品的方法，小组合作，安全、

有条理地完成美食制作。难点则是：通过劳

动实践，转变对萝卜的认识，逐步形成健康

生活的意识。

课堂所用萝卜是孩子们在劳动实践基

地种植、收获的。课上，胡玉铃点开视频与孩

子们回顾了养护萝卜的过程。“看来，劳动能

够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成就感。那你们

还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将它们变成美食吗？”

这一问题导入了烹饪的实践环节。

胡玉铃提出了3个烹饪要求：①分工合

作，完成时间15分钟以内，包括菜品的制作

和宣传形式的创意。②每个小组设有安全

员，监督组内成员的用火和用刀等安全。③

随时保持台面的干净整洁。

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为“我是小小推销

员”。每个小组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推销，推销

的孩子要说出菜品的优势。每个小组派两名

同学尝一尝其他小组的菜品，大家从色、形、

味三个维度进行打分和投票，得票最多的一

组分享经验，得票少的小组总结教训。

学校
以时间为序、以学科为纲开展劳动教育

在课后的交流会上，学校党支部书记、校

长晁宁介绍了学校通过“顶层设计劳动课程、

完善课程实施路径、开发项目落实内容、健全

机制全面保障”四个环节推进劳动课标在学

校落地的具体做法。其中，通过“传统节日+长

周期项目式学习活动”的方式，开展基于真实

情境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价值体认；以学科

为纲，梳理劳动教育元素，开展课堂学科渗透

劳动教育的教学设计方案实施，两个案例得

到参会人员和专家的赞许。

一是“小土地 大价值”项目式学习活

动。“小”指的是各班开展生产劳动的自留地

面积小，仅为 6平方米。“大”指的是创造的

经济价值、育人价值、社会价值大。学生通过

学校的“三趣园”智慧农场种植向日葵获取

公益基金，为结对帮扶的甘孜州炉霍县二完

小三（4）班学生定制衣服。“小小的自留地，

孕育出的不仅是向日葵，更是学生的劳动之

美，责任担当之心。”晁宁说，在本项目中，学

生通过序列化的项目式活动，形成了丰富的

创意物化资料。其中包括：学生自主设计、定

制衣服，自己动手绘制，最终为远方的朋友

寄出独一无二的礼物。活动中，学生写出项

目方案与计划书，与炉霍县学生书信联系，

并为他们制作火锅底料等。

二是文创集市。“三趣园”劳动场域产生

了辐射效应，老师带领学生完成农作物的生

产、售卖与分享，拓展到文创产品的制作，包

括客户调查、定价、议价、售卖等。这一项目式

学习，全学科教师参与，指导学生开展客户需

求调查（语言表达），文创产品的定价（数学实

践），文创产品的学习与制作（美术与科学）等

项目式学习子项目活动。在序列化活动中，借

力学科融合促进学生创新创造。

晁宁说，比如针对“给设计的文创产品

合理定价”这一问题，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生

活观察、市场调查、成本计算、收益运用等数

学、语文学科知识，综合分析“消费者”的喜

好、消费能力等问题，根据消费人群，制订销

售计划，将抽象的知识和具体的生活场景、

生活经验相结合，提升孩子们的综合实践能

力、学科核心素养，最终实现以劳增智的目

标。

锦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教研员赵

洋洋以《教研赋能教学 项目落实课标》为

题，汇报了锦江实验区落实劳动课标的实践

探索以及阶段成果。她介绍，在顶层设计上，

锦江区教育局对劳动教育各项任务进行分

解，落实任务负责单位和时间点，明确阶段

工作目标，建立了3个劳动教育中心、16个

区内劳动教育实践基地、19个区外基地，制

定了锦江区劳动教育评测指标体系；在团队

建设上，形成了“名师领路、种子教师学本

领、基地校领航、课题组领衔、教研组长管

领、中心组带领”的局面和区、培训班、名师

工作室、学校“四级”教研体系；在项目推进

上，形成了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开发框架，在

“素养导向下的劳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出

现了丰富的实践案例。

专家
劳动教育有“四态”

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研制组

组长顾建军高度肯定了锦江实验区的工作。

一是看到了劳动教育的“四态”，即学校劳动

教育的生态、劳动课堂教学的样态、劳动教

师的形态、孩子们在劳动教育中的神态；二

是劳动育人的劳动教育体系在锦江区得到

了良好的构建。这一点从锦江实验学校自然

的劳动环境、真实存在的劳动必修课程安

排、劳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现状等方面得到

印证；三是学校的课例和汇报反映了锦江区

在劳动课程实施中很好地理解了国家课程

标准的意义，体现了劳动课标的指导，做到

了在国家课程框架之中有序地往前发展，避

免了随机化、简单化、碎片化和去化的现象；

四是学校在自然情境中进行劳动教育是非

常有益的探索。

“这堂课中学生们的精气神、儿童的本

真、儿童的本性充分地得到了释放，多么难

得、多么珍贵，多么值得我们老师去保护和

爱护。”顾建军评价道，最后他从目标定位、

任务设计、问题驱动、劳动评价四个方面对

现场课例给予了细致的专业指导，让全体参

会教师收获满满。

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研制组

核心成员管光海、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

课标组成员孟献军，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韩青、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

研中心综合实践活动教研室主任梁烜 4位

专家在线上全程参与，并对本次活动给予了

点评和指导。

在“我是小小设计师——创建儿童友

好社区”活动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学校所在

社区提供两个周末免费摊位的机会，在

2023年9-12月，实施了“我的摊位我做主”

综合实践融合劳动教育活动项目。这项教

学设计，生动实践了“让学生成为主动的问

题解决者、深度的实践探究者”的理念，取

得了良好效果。

一、儿童视角
儿童不仅仅是知识的主体，更是实践的

主体。在活动中，学生在摆摊售卖中建构一

些劳动、销售知识，还从自己的视角探究问

题和解决问题。学生自己调研市场、准备商

品、设计标语、宣传产品，他们想卖什么就卖

什么，商品包括小饰品，自制的面包、馒头、

绿色盆栽等，应有尽有。孩子们想怎么卖就

怎么卖，他们设计了套圈游戏、抽奖促销、买

二赠一、捆绑销售等。在商品准备和摆摊过

程中，他们不断遇到新问题，不停解决问题。

如，怎样吸引更多顾客，怎样保证收益的情

况下增加销量等，这些在教室里很难学到的

知识在实践中增加了。

二、学生深度参与
学生们全程深度参与活动，不仅现场售

卖，还包括对活动的设计和总结。

首先，问题驱动。召开年级会，提出问

题：“这个摊位你来负责的话，你想怎么做？”

孩子们自由组合，自主设计和规划，全员自

主实地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其次，全程深度参与。孩子们确定售卖

商品后分组行动，以家庭为单位制作商品。

定价、广告语宣传、售卖策略等，都自主设计。

接着，学生自由组合，选择合适的下午时间段

（14:00-18:00）和晚上时间段（18:00-21：00），

展开具体售卖活动。

最后，以小组为单位，总结本次“我的摊

位我做主”售卖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在年级

组进行分享。孩子们总结出诸如“主动出击

找顾客”“多样化的销售策略”“提升商品竞

争力”等策略。

三、项目式推进
融合综合实践活动或者项目式学习，整

体规划和教师引导非常重要。

首先，在活动开始之前，教师要引导孩

子们讨论如何高质量完成这个项目。学生们

先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然后小组合作，完成

了“我的摊位我做主”的项目规划，梳理该项

目的实施流程。

其次，学校依据项目安排，指定多学科

（语文、数学、英语、美术）教师参与项目，设

计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并对学习内容进行横

向整合与纵向整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以

问题驱动深度思考，以问题促进思维发展。

项目实施过程中，活动探究是核心环节。学

生组成“项目实施小组”，分别开展小组讨

论、小组探究、小组实施、反思调整和成果交

流5个具体的活动探究环节。

再次，根据项目阶段，以及调研结果设

计主题活动。在项目准备、实施和总结阶段，

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设计了多个主题活

动，如“玉林小夜市市场调研”“商品宣传以

及销售策划活动”“我是面点师”等。

最后，学生记录实践过程。学生们制作

了“劳动实践情况记录表”，从7个方面记录

整个劳动过程，包括：劳动工具、材料准备、

劳动步骤、注意事项、劳动工序、工具的使用

和维护、我的劳动感受。

四、任务驱动
任务驱动是“我的摊位我做主”实践活

动的主要特征。一系列探究学习、实践活动

实现了“大融合”——劳动知识与技能和产

品策划等各种知识的融合；语文、数学、综合

实践、美术等各学科的融合；学习过程与真

实劳动制作、售卖场景的融合；综合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等的融合。

在“玉林小夜市市场调研”这一环节中，

为了达到让学生获得综合理解、融合创生、

高阶思维等核心素养的目标，教师指导学生

将“玉林小夜市市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

析”这一核心任务，拆分成3个子任务：1.怎

样确定人流量？2.市场的商品种类有哪些？3.

哪些产品受欢迎？从而促生了3个小活动：1.

调查小夜市的人流量；2.调查市场的商品种

类；3.调查顾客最喜欢的商品。通过任务驱

动，保障实践活动的深入进行。

五、多元评价
在实践活动中，我们不但要注重学生

参与和激励原则，关注学生过程体验，还

要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评

价，特别注重劳动技巧掌握和劳动品质的

评价。

评价活动成效，重点在于突破评价主

体的单一性。把原来的教师评价转向多角

色评价，学生自主评价、伙伴共同评价、家

长和社区的综合评价等，让学生全方位意

识到自己的劳动服务是否达到预定目标。

通过评价和总结，引领学生不断反思、交流

和成长。

我们一共进行了4期活动，每天6个小

时，五六年级近百名学生参加。雨桐（化名）

说：“整个实践活动，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价

值和快乐，同时也学会关爱他人。4 期市集

售卖，我们把自己利润的10%共541.1 元捐

给了社区儿童友好基金，由儿童议事会议员

自主管理（存入银行），希望帮助更多的小朋

友实现梦想，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家

长们也积极支持孩子们参与活动，星瑶（化

名）妈妈说：“这个活动对小朋友来说是全

新的体验、宝贵的经历，她学会了很多东

西，也感觉到钱有点难挣！”社区工作人员

这样评价：小朋友接待顾客有序、有礼貌，

卫生方面也很好，销售业绩好的同学都有

促销手段，熊猫文创小组分工明确，有很好

的管理意识……校社联动，让孩子们的学习

场景在社区、学校自由切换。

活动中，由于前期市场调研不够深入，

导致有些小组商品滞销，甚至赔本，接下来，

如何深入进行市场调研，如何合理定价，如

何提高商品竞争力等问题，需要孩子们在今

后的市集运营中解决。

有劳动实践基地就等于

有了劳动教育课程吗？一校

一品、贯穿 6 年的小学陶艺

特色课是否符合劳动课要

求？如何实现学生在劳动实

践中的智慧生长？近日，在中

国陶行知研究会主办的中小

学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研讨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学者、教研员、中小学校长、

教师围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

科学实施进行了研讨和经验

分享。

观念：从“要不要做”转
变为“必须做”

“进入新时代，劳动教育

不再是‘要不要做’，而是‘必

须做’，而且要做好。”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组组

长、教育部普通高中技术课

程标准组组长顾建军在《把

握新时代劳动教育基本关

系，科学实施劳动课程》的主

旨报告中指出，党的二十大

报告、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2年

出台《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

准》等标志着劳动课成为一

门独立的课程。劳动教育作

为五育并举中的一环，越来

越受到重视，其在人才培养

中的作用越来越不能忽视。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

学会副会长田慧生也在主旨报告《全方位育人 开

启劳动教育新时代》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劳动教

育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彰显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的时代价值、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应有之义。他说：“新时代劳动教育还要实

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全方位育人功能，因

此要做到大中小学一体化贯通、家校社协同、德

智体美劳融合。”

近年来，全国各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如火如

荼，到底什么是劳动教育？作为学校实践教育中

的一部分，劳动教育与研学实践、综合实践活动

有什么区别？对此，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

兼实践教育分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先佳作了《校内

外“三实”教育融合实施》主题报告。他指出，劳动

教育、研学实践、综合实践活动各有侧重，不能混

为一谈。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重在

“教育”，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学生。但

劳动教育可以在平台、课程、评价、师资、场域等

方面与研学实践、综合实践相融合，提升育人效

果。

那么，学校要如何开展好劳动教育呢？顾建

军建议，各中小学要进一步深化劳动教育的时代

使命和教育属性的认识，把劳动课程纳入学校更

高水平培养体系建设和高质量教育发展中，把握

劳动课程的“深度”；要进一步强化劳动课程项目

顶层设计，系统设计劳动课程项目，把握好劳动

课程的实践“强度”；要进一步优化劳动实践指导

过程，可以采用劳动导学单、自主探究、榜样示

范、实践反思等方式，引导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劳动实践的

“精度”。

热词：大中小学一体化、区域推进、学科融合
正如田慧生在主旨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科学实施要五育融合、大中小学一体

化、家校社协同。劳动教育大中小学一体化、学科

融合成为研讨会上频频讨论的话题。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主

任余娟近些年一直在关注湖北省劳动教育大中

小学一体化建设。研讨会上，她以《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一体化建设如何实现突围》为题作了报告。

结合湖北省的实践案例，她认为劳动教育的大中

小学一体化建设，重在课程与评价的贯通，一方

面要分学段、分类型做好大中小学、职业院校的

育人目标和课程方案；另一方面要明规定标，规

范学生劳动素养评价考核，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

督导体系，制定劳动教育监测评价标准，落实劳

动教育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相关办法。

劳动教育的大中小学一体化需要区域整体

推进。对此，巴中市恩阳区教科体局副局长张湧

以《区域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探索》

为题分享了经验。恩阳区首先成立了中小学生劳

动教育指导中心，其次组建了6个中小学劳动教

育联盟，最后树立了一批示范学校，打造先行样

板，从三个层级确保劳动教育持续有力开展。无

独有偶，遂宁市船山区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米

强也分享了区域整体推进劳动教育的经验，船山

区侧重将劳动教育与研学实践相结合，并与市域

内蓬溪县、大英县、安居区、射洪市等联动，拓宽

劳动教育场域。

怎样实现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的融合呢？广元市剑阁县香江实验学校校长何

龙在研讨会上分享了经验。香江实验学校正在探

索劳动+国家课程、劳动＋学科结合、劳动+跨学

科项目化学习，除了每周一节劳动课，学生们还

在语文课堂上讲劳动故事、在数学市场调研中寻

找劳动价值、在音乐课堂中歌颂劳动精神……

“如何让剑阁豆腐更好卖？”的跨学科项目更让学

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融合运用语数外音体美

知识，理清生活与劳动的关系。

科
学
实
施
新
时
代
劳
动
教
育

—
—
中
小
学
劳
动
与
研
学
实
践
教
育
研
讨
会
侧
记

■

本
报
记
者

钟
兴
茂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实验研究项目”锦江实验区调研活动举行——

以“劳”赋能“融”出未来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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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摊位我做主”
——一项综合实践活动融合劳动教育教学设计

■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林文红 王德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