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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艳 信桂荣 张果英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文昌实验小学坚持
“生活即教育，劳动出真知”的育人理念，
针对当前劳动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构建了

“家庭基础+学校主导+社会支持”的协同机
制，探索出一条劳动教育新路径。

构建劳动教育协同机制

在实践过程中，学校发现低年级劳动教
育存在“学校重视，家庭忽视，社会无视”
的现象，低年级部分学生劳动经历匮乏。一
些家长认为“孩子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行”，
此外社区劳动资源尚未与学校劳动教育有效
衔接。为此，学校成立由多方代表组成的劳
动教育协调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
制订劳动教育方案。学校负责教学与专业指
导，家庭落实习惯养成，社区提供劳动实践
场地。三方形成合力，维系协同机制常态运
行。

学校创新搭建了多个实践平台：“众厨
房”让学生体验烹饪乐趣，“劳动之星”成

长专栏展示学生劳动成果，“劳动最光荣”主
题班会强化劳动意识。家长通过班级群上传学
生家务劳动照片和视频，教师在线点评指导，
社区发布劳动实践活动信息，家校协同参与，
推进家校社信息实时共享。

在活动实施方面，学校确立并执行“三类
活动”制度：一是学校设立“生活小达人”课
程，教会学生叠被子、穿衣服、整理书包；二
是家庭开展“生活21天习惯养成”活动；三
是学校通过“小小志愿者服务团”，组织学生
参加各类志愿服务及义工活动。针对一年级学
生活动实际，学校设计“劳动存折”和“劳动
清单”，采用多元评价方式，记载学生在校内
或校外的劳动情况，所获“劳动奖章”可换取
学习用具或社区提供的活动项目。

为保证共建联动效应，学校通过公众号、
视频号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并定期反馈，评选
出“最佳劳动家庭”以及“社区共建优秀小伙
伴”。用荣誉来激发家庭、社区共建的内在动
力，达到教育协同。通过劳动教育，家长和孩
子共同受益，家庭乃至社区成了孩子的第二课
堂。

开展丰富的劳动实践活动

劳动教育怎样开展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学校在加强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的基础上，提

出了“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特色活动理念，
开展了“我是劳动小达人”等劳动主题教育系
列活动，效果明显。

“校园责任田”让学生感悟生命和责任。
学校与社区将闲置地改造成面积约为50平方
米的责任田，低年级学生在教师、家长、志愿
者的指导下种植蔬菜。每周的“快乐劳动课”
上，学生学习松土、浇水、除草等简单劳动，
不仅学习了劳动技能，更培养了责任意识和生
命感悟。

“家庭劳动岗位制”让学生提高自理能
力。“家庭劳动岗位制”是家校协同的创新模
式。学校根据低年级学生能力特点，设计“书
桌管理员”“餐具小帮手”“垃圾分类员”等
10种家庭劳动岗位，提供 《家庭劳动指导手
册》及《家庭劳动清单》，家长和孩子共同选
择合适的岗位，签订“上岗协议”，确定岗位
职责和奖励制度。施行半年后，87%的家长反
馈孩子的自理能力明显提高。学生小美从“找
不到袜子穿”到能够独立整理衣柜，还向同学
展示自己的“岗位徽章”。

学校还积极整合社区资源，开展职业体验
活动。学校组织“小志愿者服务团”，联合社
区超市、快递驿站、卫生服务站等开展“职
业体验日”活动，学生通过摆放商品、分拣
快递、整理简单的医疗用品等劳动项目，体
验社会化劳动。在传统节日期间，将劳动教

育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如端午节包粽子、重
阳节敬老等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感受传统
文化魅力。

以上劳动实践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
性于一体，让学生在情境化劳动中感受劳动的
意义和价值，家长在协作中改变教育理念，社
区在协作中落实育人功能，三方实现了教育的
共赢。

校家社三方形成良性互动

经过实践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体系成
效显著。数据显示，学生劳动参与率提升至
92%，自理能力优秀率增长40%。87%的学生
表示喜欢参与劳动活动，从被动接受转变为
主动参与。家长参与率从初期的 58%上升至
89%，越来越多的家庭认识到劳动教育的重
要性。社区参与单位不断增加，实现了教育
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位社区负责人表示：“学校的劳动教育
像一条纽带，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促
进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些成果充分证明，校
家社协同机制是推进劳动教育的有效途径。学
校将继续深化这一机制，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文昌实
验小学）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文昌实验小学：

发挥劳动教育的协同育人功能

王慧芬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要求，培养学
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习惯，浙江
省台州市黄岩区文渊学校创新开展“处处有劳
动”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和
科学评价机制，让劳动教育真正落地见效。

学校精心打造了三大劳动实践课程，包括
“帮厨实践”“青青种植园”“烹饪课”。

帮厨实践：体验食堂工作的辛勤与责任。
在“帮厨实践”课程中，学生们走进学校食
堂，亲身体验食堂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从食
材的清洗、切配，餐具的整理到给同学们分
发餐盘、打餐，学生在食堂师傅的指导下，
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通过这一课程，学生们
不仅学会了高效协作，还深刻体会到食堂工作
人员的辛勤付出，增强了珍惜粮食、尊重劳动
的意识。

青青种植园：感受自然与生命的成长。
“青青种植园”是学校劳动教育的另一大亮
点。学生在校园内开辟了一片种植园地，亲手
播种、浇水、施肥，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学生
不仅学到了基础的农业知识，还培养了耐心和
责任感。许多学生表示，看着自己种下的种子
逐渐发芽、开花、结果，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
自然的奇妙。

烹饪课：掌握生活技能，提升自理能力。
“烹饪课”作为劳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烹饪技能。在专业教师的
指导下，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安全使用厨房工
具、合理搭配食材以及制作简单的家常菜。从
切菜到炒菜，从调味到摆盘，学生们在实践中
不断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

为确保教育实效，学校建立了科学的“小
小文渊币，成长大动力”评价体系。该体系采
用自评、互评、家评、师评相结合的方式，重
点关注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态度表现和创新能
力。通过“文渊币”等激励载体，学生的参与
热情得到有效激发。

“看着自己种的蔬菜一天天长大，我明白
了坚持的意义。”“劳动让我感受到自己的价
值。”学生们的真情实感，印证了劳动教育的
育人成效。通过实践，学生们不仅掌握了实用
技能，更培养了责任意识和团队精神。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文渊学校）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文渊学校：

生活处处有劳动

孙芙蓉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
动 教 育 是 国 民 教 育 体 系 的 重 要 内 容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于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目标是全面提高
学生的劳动素养，使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念，具备必需的劳动能力，养成良好的劳
动习惯和品质。然而，长期以来，劳动教
育面临场地受限、内容单一、形式固化等
困境，导致学生参与度低、育人效果弱
化。研学旅行作为连接校内外教育的桥
梁，以其“实践性、情境性、综合性”的独
特优势，成为破解上述劳动教育困境的创新
路径。

劳动教育的本质是实践教育，要求学生
手脑并用、亲力亲为。研学旅行的核心在于
体验，通过“行万里路”，引导学生了解国
情、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在实
践中学会动手动脑、生存生活、做人做
事，实现“读万卷书”的内化与升华。两
者都遵循知行合一的原则，重视学生在真
实情景中的具身体验、情感卷入与意义建
构。因此，研学旅行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
是在实践层面，都有助于为劳动教育注入新
动能。

研学旅行如何为劳动教育注入新动能？
笔者认为，可以按照“课程体系重构—基地
资源建设—实践过程组织—制度保障协同”
的路径，促进二者深度融合，拓展教育时
空，丰富育人内涵。

活动载体：
课程体系的深度融合与创新设计

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应打破传统学科壁
垒，将劳动教育元素嵌入多元化的研学主题
中。课程体系的融合与创新不仅是课程内容
的叠加，更应通过深入的结合与互动，帮助
学生从多个维度理解知识、解决问题。

在学段衔接上：应构建纵向贯通的“研
学+劳动”课程体系。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
认知特点和劳动教育目标，设计梯度化、序
列化的研学劳动内容：小学阶段侧重于日常
生活劳动习惯养成和简单生产劳动体验，初
中阶段侧重于生产劳动技能学习、服务性劳
动参与和职业启蒙，高中阶段侧重于结合专
业兴趣的生产实践、创造性劳动和社会服
务。

在内容整合上：研学主题中可系统性融
入劳动教育元素。例如，在历史研学中体验
古法造纸、活字印刷，在生态研学中参与植
树护林、水质监测，开展“现代农业体验之
旅”“工业4.0探秘之行”“非遗传承人工匠
体验”等活动。

在课程类型上：学校可以借助校本课
程，基于校情、学情和地方特色资源，开发
具有本校特色的“研学+劳动”校本课程，
充分调动学校和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物质基础：
基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协同建设

基地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集合，还同时承
载着多种资源，如人力、资金、技术、设备和
信息等。研学旅行基地建设可采取盘活存量、
优化增量、协同共享等策略。

盘活存量：主要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类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 （营地）、综合实践基地、青
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工农企业等资源，
挖掘其劳动教育潜力。通过与学校对接，明确
基地（场馆）可承接的劳动实践项目、提供的
工具设备、配备的指导人员等，形成资源清
单，供学校选择。

优化增量：就是鼓励新建或改扩建一批以
劳动教育为特色的研学基地 （营地），让其具
备开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所需的场地、设施、设备和师资。如浙江富阳
进行“大规模综合基地+乡村实践基地+农户
体验点”的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网络化的劳
动教育实践平台。

协同共享：旨在建立健全基地（场馆）与
学校的常态化合作与共享机制。通过签订
合作协议、联合开发课程、互
派师资交流、共享设施

设备等方式，打破资源壁垒，探索建立区域性
的研学劳动资源信息平台，实现优势互补。

关键环节：
实践过程的精心组织与体验深化

促进二者融合，要以具身体验为内核，构
建“真劳动、全流程、深研究、情浸润”的育
人闭环。

强调“真”体验。要避免“只看不做”或
“假装在做”。要让学生真正“下田地”“进车
间”“入社区”，亲身经历完整的劳动过程，
使用真实的劳动工具，体验劳动的艰辛、挑
战与乐趣。例如，农耕体验不仅是插秧收
割，还应包括育种、施肥、除草、病虫害防
治等环节。

注重“全”过程。劳动教育不仅是操作技
能的训练，更包括劳动前规划设计、劳动中观
察思考与协作、劳动后整理反思分享。研学活
动的组织应完整覆盖这些环节，引导学生在

“做”中“思”、在“思”中“悟”。
深化“研”内涵。要将研究性学习融入劳

动实践，鼓励学生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如传统
工艺如何创新、社区垃圾如何分类更有

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探究，提
出解决方案并尝试实践。

强化“情”引导。塑造正确的价值观是劳
动教育的核心旨归。研学体验活动中，要通过
讲述劳动故事、学习劳模事迹、与一线劳动者
交流、体验劳动成果分享等方式，引导学生感
悟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
大的道理，培养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和对劳动人
民的尊重。

保障体系：
制度支撑的多维赋能与持续发力

要让研学旅行真正为劳动教育赋能，并实
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保障体系和多方
协同机制。

评价改革是导向。应将研学劳动表现纳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其与评优或学分认定
挂钩，发挥评价的激励与导向作用。应建立基
于劳动素养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并在研学过程
中，通过观察记录、任务单、作品展示、小组
汇报、实践报告、自评互评等多种方式，综合
评价学生的劳动素养。

师资建设是关键。要打造一支既懂研学组
织管理又懂劳动教育指导的专业化师资队伍，
既需要加强对学校教师的培训，提升其设计、组
织、指导“研学+劳动”活动的能力，同时也要规
范研学基地（营地）指导师的资质认证与培训，
提升其教育素养和劳动专业指导能力。

安全与经费保障是基础。为确保研学旅行
活动顺利开展，既要建立健全政府、学校、基
地 （机构）、家庭权责清晰的安全保障机制和
应急预案，也要加强行前安全教育、过程管理
和风险防控，确保学生活动安全。针对经费保
障问题，应该探索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家
庭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加大政府
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捐赠和公益支持，规
范收费行为，并坚持公益性原则。

（作者系温州理工学院副校长、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硕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研究与指导中心首席专家。本文系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
课题“推进劳动教育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制度
设计与实践探索”［BHA190127］研究成果）

研学旅行：为劳动教育提供新动能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学生在劳动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学生在劳动
实践基地体验生火做饭实践基地体验生火做饭。。项淑怡项淑怡 摄摄

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初级中学学生在森山研学教育营地学习翻地起垄。 林涛 摄

论坛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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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耀才

劳动教育主题班会课上，我正在展示部分
学生干家务的照片，突然有学生喊：“老师，
有人是摆拍的！”还有学生说：“看我多诚实，
没干就没干！”教室里瞬时炸开了锅。

作为班主任，我一下子也有点儿“蒙圈”
了，但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展劳动教育难
得的契机，何不借题发挥？我用力敲了三下讲
桌，待教室安静后问道：“摆拍的同学错在哪
里？”

“这是造假，欺骗老师！”“这是不爱劳
动！”学生们七嘴八舌。我打断带头指责的小
岚：“那没劳动也没摆拍的同学就对了吗？”她
低下了头。

我说：“摆拍不对，不完成劳动作业同样
要批评。”这时有学生提议：“应该让他们补做
家务！”我带头为他鼓掌。

我说：“摆拍和不做家务的同学都不对。
对于真正完成了劳动任务的同学，我们应该表
扬，问题是，我们怎么分辨哪些同学是摆拍
的、哪些同学是真的做了？”

班长说：“老师，让每个人上台分享自己
劳动的过程和体会，就能看出真假了。”

班长的建议一出，大多数学生争先恐后地
上台分享。有的讲清洗油腻碗筷的困难，有的
说整理书架累到腰酸，有的讲述了煮饭的失
误。通过这些生动的细节，真实的劳动过程自
然显现。

临近下课，还有11名学生没发言。他们
齐齐站起来，其中一人红着脸说：“老师，我
们是摆拍的，这周末一定补上。”

一场意想不到的班会课就这样结束了，我
的思考却停不下来。照片中，学生们看似在热
火朝天地参与劳动，实际上部分学生只是敷衍
摆拍。过于注重形式“留痕”，难以让学生真
正体悟劳动的价值，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尊重劳动的态度。这反映了当前劳动教育效果
评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简单的照片打卡不仅无
法反映学生真实的劳动素养，还可能对学生产
生误导，觉得只要表面做得好看就能获得认
可，却忽视了诚实劳动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学
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应该时时警醒和反思的。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
学校高级教师）

“摆拍”引发的反思

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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