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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花椒要

先用清水浸泡去苦，葱叶要选翠绿

的部分，这样剁出来的椒麻才够鲜

香。”近日，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东

园食堂的烹饪实践课上，花椒的麻

香与辣椒的辛香交织弥漫，锅铲炒

菜声、油锅的嗞嗞声与师生的欢笑

声此起彼伏。30 余名学生正围在

操作台前，跟随学校后勤保障部饮

食管理服务中心的中式烹调技师

杨胜容学习制作椒麻鸡丝和水煮

肉片两道经典川菜。

这是学校学工部联合后勤保

障部全新推出的“匠心蜀味·厨艺

学堂”劳动教育课堂现场。

“太厚不入味，太薄容易碎。”

杨胜容从后厨走上“讲台”，作为

“劳动导师”，为学生耐心讲解制作

椒麻鸡丝的关键步骤。他一边示

范，一边和学生们交流道：“把肉片

切成2毫米的厚度，是水煮肉片的

要求。其实做菜和你们做实验一

样，都要讲究精准度。”

在现场实操环节，学生们分组

协作，切肉、备菜、开火炒菜……把

从杨胜容师傅那学习到的川菜理

论和厨艺技巧一一实践。不一会

儿，空气里就弥漫着鲜香麻辣的诱

人香气。

“尝味时刻”最激动人心。学

生们尽情享受着自己亲手制作的

美味川菜。“这样的劳动课程让我

系统了解了川菜的由来和特色，感

受到了烹饪的乐趣。”电气工程学

院学生程宏宇说。

据了解，川大“匠心蜀味·厨艺

学堂”劳动教育课自今年4月举办

以来，至今已开展4期，每期课程都

很火爆，学生们的参与热情持续高

涨。学校计划今年开设22期课程，

本学期开设8期课程，后续将推出

麻婆豆腐、泡椒肝片等经典川菜以

及香菇包、水晶虾饺等特色小吃的

教学课程。

近年来，四川大学创新性地将

生活化场景深度融入劳动教育课

程体系，通过精心策划和打造开心

农场农耕体验、厨艺课堂美食制

作、校园绿化责任养护、学生寝室

内务整理等系列实践课程，持续深

化和拓展“生活化+劳动教育”新

模式。学校致力于将“行走的育人

课堂”建设推向深入，推动劳动成

果向育人实效转化，让学生在烟火

气中传承文化，于劳作间锤炼品

格，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本报讯（陈秀芳 向婷 记者 葛
仁鑫）“同学们注意，左手攥着油菜

秆，手腕轻轻下压，右手握镰刀要

稳……”5月14日一早，清晨的薄雾

还未散尽，通江县广纳中学助农队

的20余名师生分散在油菜田里，挽

起衣袖学习收割技巧，很快上了

手。一旁，成为“老师”的村民陈光

福老人笑得十分舒心。

油菜成熟的时节到了，但陈光

福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务工，家里

少了劳动主力，油菜收割成为难

题。陈光福的孙子在广纳中学就

读，前不久的一次家访让学校掌

握了这个情况。

“不止是他们家，通江是一个山

区县，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广纳

中学校长王鹏程说，在最近的家访

中，听得最多的就是劳动力不足的

问题。在征求师生意见后，学校决

定开展“夏收助农队·温情进农家”

劳动实践活动，成立起首批覆盖初

一初二两个年级的 10 支助农队，

230 名学生自愿成为队员，直接参

与到生产劳动中。

当天，助农队的学生尽管动作

稍显生疏，但个个铆足了劲，两个小

时不到就收割完 2 亩油菜，陈光福

擦着汗感慨道：“孩子们今天帮了我

的大忙！”

在这堂“实战”的劳动课上，育

人元素也时刻都在显现。广纳中学

劳动实践课教师陈国建借着油菜秆

处理的话题，向学生普及科学知识，

“秸秆还田能改善土壤结构、滋养肥

力，促进微生物活动……”学校初二

（2）班学生王娇娇此前对油菜的生

长还比较陌生，“现在才知道每颗油

菜籽都浸透着汗水，每一项劳动成

果都值得珍惜。”

“田间地头就是最好的‘活教

材’，学生们的劳动技能、劳动价值

观、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都能得到培

养。”王鹏程表示，近期，学校还将组

织助农队帮有需要的农民栽秧，后

续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根据农时

农户需求，灵活变换劳动场地，让每

支助农队都真正参与到农业生产链

中，确保劳动教育真正融入学生的

成长历程。

本报讯（曾泰霖 记者 马晓冰）
麦浪随风翻涌，丰收的麦田成了教

育的“活课堂”。近日，眉山市彭山

区第五小学组织学生走进田间地

头，变身“小小粮卫士”，在捡拾麦

穗中触摸农耕文明，用稚嫩双手扛

起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此次活动以一堂别开生面的

思政课拉开序幕。学校邀请当地

种粮户，结合“天府粮仓”建设，用

生动的案例和数据向学生讲述四

川的历史底蕴与新时代使命。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

生们进入田间，正式开启“颗粒归

仓”的劳动实践。他们低着头、弯着

腰，在已收割的麦田里翻找掉落的

麦穗。一旁的收割机在田间忙碌，

与学生拾麦穗的身影相映成趣，构

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

样本采集完毕，学生们手拿放

大镜，仔细观察麦穗的形态与结

构，认真记录每一处细节。“我发现

一株麦穗上有好多小颗粒，原来我

们吃的面粉是它们变来的。捡麦

穗比赛时，我和小伙伴弯腰捡了好

久，手都酸了，但看到地上的麦穗

颗粒归仓，就特别有成就感。”学生

邹芯蕾说。

通过实地观察、躬身实践，学

生们在劳动中领略了农业科学的

魅力。此外，他们还结合艺术创

作，为劳动体验增添趣味，丰富了

丰收的表达形式。“我最喜欢美术

组的活动，我们用画笔记录下收割

机在麦田工作的样子，还学会了用

金黄的麦秆编小篮子。”学生杨欣

羽表示，“今天我才明白，每一份粮

食背后都藏着好多汗水。回家后，

我要把‘麦穗画’贴在书桌上，提醒

自己珍惜粮食。”

此次“颗粒归仓”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将“天府粮仓”建设融入劳

动课堂，不仅让学生掌握了基本的

农耕技能，还培养了他们尊重劳

动、珍惜粮食的意识。

“未来，学校将持续深化劳动

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爱粮节粮的传

统美德，培育更多知农爱农、担当

有为的新时代少年，为筑牢国家粮

食安全防线贡献青春力量。”彭山

区第五小学校长田江说。

眉山市彭山区第五小学

把课堂搬进“天府粮仓”
本报讯（记者 王浚录）“这是我

第一次掌勺，我深刻领会到了‘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荣县

旭阳镇梧桐树小学一位六年级学生

举着刚出锅的菜品兴奋地说。这是

日前该校举行的“劳动小能手，快乐

显身手”主题实践活动上的一幕。

该活动旨在以多元形式引导学生体

验劳动乐趣、厚植劳动光荣的价值

观。

据了解，梧桐树小学根据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能力特点，精心设计了不

同的劳动实践活动：一年级开展系鞋

带、整理书包等基础生活技能比拼；

三年级进行叠被子竞赛；五年级则举

办水果创意拼盘、艺术插花等美育类

比赛；六年级的“小厨师”们将活动推

向高潮，从食材清洗、刀工处理到翻

炒调味、创意摆盘，学生们在每个环

节都展现出专业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生参与

劳动实践外，该校教师也运用彩绘

的方式，将体育活动、传统游戏描绘

在校园地面上，辅以生动形象、色彩

亮丽的儿童游戏图案，绘制出20余

种丰富多彩的游戏模板，为学生打

造出一个独特的“地面游乐园”，可

以开展走、跑、跳等活动。

“通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

学生们掌握了实用技能，培养了尊

重劳动、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有

效促进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

有机衔接。”梧桐树小学负责人表

示。

5 月 17 日，

“成都开放大学

双流学院大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

在成都市双流区

永安镇梨园村开

展，50名大学生

组成助农小分队

深入田间地头，为

种粮大户、家中缺

少劳动力农户抢

插水稻秧苗，确保

不误农时，助力夏

种增收。图为大

学生正在帮农户

插秧。

（李向雨 摄）

本报讯（唐维薇）近日，武胜县

东方红幼儿园组织大班亲子家庭走

进乡间稻田，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稻田抓鱼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

们携手共赴自然课堂，在水田中感

受农耕乐趣，增进亲子关系，现场充

满欢声笑语。

活动刚开始时，孩子们有些小

心翼翼，在家长的鼓励下，逐渐放开

手脚。有的家庭采用“亲子合作战

术”：家长在前方搅动泥水惊起鱼

儿，孩子在后方张开小网兜迅速拦

截；有的孩子则充当“小军师”，指挥

爸爸往指定方向围堵，妈妈在一旁

用桶接应。稻田里水花飞溅，笑声

不断，家长们也仿佛回到了童年，与

孩子一同在泥水中追逐嬉戏。

在抓鱼过程中，亲子间的温馨

瞬间不断涌现。当孩子因抓不到鱼

而着急时，家长耐心示范技巧；当孩

子成功抓到一条小鱼时，兴奋地扑

进家长怀中分享喜悦。家长感慨

道：“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和孩

子这样全身心投入劳作中。这次活

动不仅让孩子体验了田园生活，更

让我们有了珍贵的亲子互动时光，

感觉和孩子的距离更近了。”

此次稻田抓鱼亲子活动，将劳

动教育融入自然，让孩子们在实践

中体验劳动，同时也为亲子沟通搭

建了桥梁，为幼儿打造了丰富多元

的成长体验。

劳动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其真谛藏

在生活的烟火气里，显现在汗滴入土的耕耘

中。当麦穗在田间泛起金浪，灶台边飘出椒麻香

气，秧田里溅起欢快水花，劳动的种子正沿着生活的

脉络在学生心中悄然生长。本期聚焦我省多地劳动

教育的生动实践，展现不同年龄段学生如何在“烟火

气”中解锁劳动的多元打开方式。这些充满创意的

探索，既让劳动教育回归生活本真，也为新时代

育人模式提供了鲜活样本 ——当劳动

成为成长的“营养剂”，学生们终

将在汗水的浇灌中，成长

为懂劳动、会劳动、

爱劳动的时代

新人。

在在““烟火气烟火气””中体验劳动之美中体验劳动之美
编者按

四川大学开设“厨艺学堂”

劳动变得“有滋有味”

图片新闻 田间助农插秧忙田间助农插秧忙

通江县广纳中学

“夏收助农队”
解农户燃眉之急

荣县旭阳镇梧桐树小学
劳动小能手 快乐显身手

武胜县东方红幼儿园

稻田抓鱼欢乐多

川大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菜品。（孙晓敏 摄）

（上接1版）

随着计划的推行，甘溪镇九年制学校的家

长真切感受到劳动教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作

用，部分的担心转变为一致的支持。家长杨谦

谈到，以前孩子在家很少劳动，进入三年级后，

他的劳动意识逐渐显现出来，“周末主动跟我

们一起去采茶叶，卖了钱还买凉面给我吃，特

别暖心。”

学校劳动的作用在哪儿
在五育融合的劳动中螺旋式上升

无论是在资阳中学还是甘溪镇九年制学

校，日常劳动都只是劳动教育的一部分。

在甘溪镇九年制学校的农耕基地旁，一排

白色塑料桶十分醒目。桶里是师生利用剩菜烂

果制成的环保酵素。“按1:100的比例稀释后用

来浇地，效果特别好。”七年级学生何利告诉记

者，同学们用最环保的方式管理基地里的蔬

果，收获后吃起来格外香甜。

如今，甘溪镇九年制学校学生们的劳动项

目越来越多，劳动范围也越来越大。

“各级加强劳动教育的系列文件出台后，

我们的劳动教育，从简单日常劳动的‘1.0’阶

段，发展到系统探索的‘2.0’阶段。”胥正齐谈

到，学校因地制宜建成 3000 平方米的校内农

耕基地，构建起“快乐成长生活课程”“丰衣足

食生产课程”和“公益志愿服务课程”为主体的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为什么学校劳动跟家里劳动不一样？因

为我们是融入五育的劳动。”胥正齐谈到，在师

生制作环保酵素的过程中，大家利用生物、化

学知识进行发酵，实现“智”育；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用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又是一堂契

合蒲江现代绿色农业的环保德育课；而同学们

浇水、施肥、除草的过程，同时也是体育教育的

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学生体质健康优良

率位居蒲江全县前茅，近视率远低于全县平均

水平。

学生自主完成更多劳动任务，并不意味着

教师的工作减少了。与低段学生需要老师带头

作表率相对应，如何为高段学生创设出科学、

高效的劳动课程项目，是资阳中学教师需要思

考更多的问题。

该校教师张永教生物课，同时兼任劳动教

育指导老师。制作泡菜是一个让学生亲自动手

感受酵母相关知识的典型过程，然而最开始他

却遇到一个问题：自己是陕西人，不会做资阳

当地的泡菜。“自己都不会，怎么教好学生呢？”

张永回忆，他向本地同事学习腌制泡菜，确保

掌握了这门手艺后，才结合学科知识向学生传

授。

“学校的劳动教育，是师生都能螺旋式上

升发展的一个过程。”张永谈到，与家庭劳动单

一的标准不同，学生在校内的劳动也能当作实

验，可以试错并从中创新，老师也需要根据实

际不断调整自己的设计，这是学校劳动的独特

作用。

劳动教育如何与学生人生发展契合
因地制宜让劳动教育向下“扎根”

在系统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2.0”阶

段，甘溪镇九年制学校一方面“上接天线”，落

实国家加强劳动教育的相关要求；另一方面，

也思考着如何“下接地气”，让劳动教育向下

“扎根”。

“很多人以为农村的孩子对农业劳动都是

‘自来熟’，但情况却恰好相反。”甘溪镇九年制

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郑晓虎介绍，学校此前

开展问卷调查，结果出人意料：现在农村的孩

子对农业生产劳动不仅缺少体验，甚至连很多

基本常识都知之甚少。

对此，甘溪镇九年制学校建起微型农耕文

化馆，同时开辟茶叶、雷竹、耙耙柑等蒲江当地

特色农作物种植区，还把甘溪当地的陶艺、扎

染、编织引进校园，聘请非遗传承人给学生上

传统手工课，不仅提升学生劳动技能，更在他

们心里种下热爱家乡的“种子”。

农村学校向乡土“扎根”，城区学校开展劳

动教育又“扎根”到哪里呢？资阳中学同样有着

自己的实践。

李慧是资阳中学的一名班主任，3年前，有

个现象让她感到困扰：“很多学生不吃早饭，或

者经常点外卖吃些不健康的食品，而且怎么说

学生都不听。”老师们碰头一聊，发现这种情况

十分普遍。

“光是说教没有用，要让学生切实体会到健

康饮食的重要性。”李慧介绍，怀着这样的初衷，

学校在劳动教育基础上推行饮食文化教育。

围绕饮食文化教育，资阳中学开展了美食

节、饮食文化研学等沉浸式主题活动，将饮食

文化教育与语文、历史、生物等学科有机融合

（例如泡菜、米酒制作），还编写了《食光有味》

等读本，同时以多种形式宣传健康饮食习惯。

其中，有不少有趣的设计和活动，例如年夜饭

上，学生自己动手烹饪一道菜，并说清其中的

寓意，深受学生、家长欢迎。

随着饮食文化教育的开展，学生的饮食习

惯得到明显改变，资阳中学也凭此成功入选全

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

“学生真实的成长过程，就是劳动教育‘扎

根’的沃土。”资阳中学校长李智刚谈到，学校

将进一步以系统化思维构建贯通课堂教学、实

践体验与价值养成的育人闭环，推动劳动教育

课程建设专业化、实践平台立体化、协同育人

常态化，让劳动教育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必

修课”和“营养剂”。

通江县广纳中学助农队师生收割油菜。（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