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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褚清源

“直面问题，回归真实”是山西

省太原市小店区育英小学校长郭红

燕参加中小学新时代劳动教育论坛

时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的感慨。近年

来，一些学校在实施劳动教育时存

在浅表化、形式化等问题，表现为课

上“听”劳动、校园“喊”劳动、基地

“看”劳动、家中“演”劳动、“走过场”

和“打卡式”劳动……

聚焦这些问题，5 月 27 日至 28

日，由中国教师报、浙江省平阳县教

育局、平阳县鳌江镇人民政府主办，

平阳县教育局鳌江学区承办的中小

学新时代劳动教育论坛在平阳县举

行，与会专家围绕“让劳动教育回归

真实”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虚假”的劳动教育

2020 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为劳动教育作

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2020 年 7

月，教育部出台《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细化了有关要

求，加强了专业指导。

但劳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一是真实性问题，就

是表面化、形式主义、作秀化展示；

二是持久性问题，只有持久进行形

成常态，劳动教育的布局才能真正

达成。”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成尚荣

表示，“我希望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

劳动教育中进一步凸显，这样才能

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共同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

院院长李珂则直接指出，一些劳动

教育出现了“时间短、分工细、功利

性强、责任感弱、偶尔为之、浅尝辄

止、刻意表演”等问题，给学生造成

消极影响。“比如，会扭曲学生的劳

动观念，将劳动等同于游戏，流于形

式；误导学生的劳动情感，使得学生

不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无法培养学

生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品质。”李

珂说道。

对于这些问题，李珂呼吁要防

止劳动教育异化、劳动教育形式化、

劳动教育儿科化：“我特别担心大学

为中小学补课，高中为初中补课，初

中为小学补课。不同的学段应该解

决不同的问题，有的是情感，有的是

态度，有的是能力……”

解决“人的问题”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副主任张丰认为，当前中

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中存在

许多困难和问题，他总结

为以下几条：重在内容

选题却忽略了有效学

习和育人，重在提出要

求却忽略了落实机制，重

在特色表达却忽略了课程

标准的地方化、校本化，重

在学生评定却忽略了激励和

引导。

师资问题是浙江省温州市黄龙

第三小学校长叶克表重点关注的问

题：“虽然现在要求所有学校都开设

劳动课程，但是有多少学校能够配

备专职的劳动课程教师？”叶克表认

为，大部分学校还是以兼职教师为

主，而且兼职教师队伍还存在着不

稳定性。

“一次校园巡视，我发现打扫卫

生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家长说孩

子‘学习忙、没时间’。”那一刻，平阳

县教育局鳌江学区党委委员、平阳

县鳌江镇第五小学原校长张厚群认

为，学校一定要开展劳动教育了。

在张厚群看来，开展真实的劳动教

育最重要的是解决“人”的问题：“劳

动教育一直被淡化、弱化、边缘化的

原因，一是校长无法意识到劳动教

育可以给学生带来什么，二是家长

不让孩子劳动，许多时候还会代替

孩子劳动。一些教师也认为，学生

只要把学习搞好，劳动的事情不用

他们做。”

张厚群对 100 个学生进行了调

查，结果有 98 个说不爱劳动，这让

张厚群颇为感慨：“我们先要转变

教育管理者的观念，然后才能让学

生对劳动产生兴趣，从而真正爱上

劳动。”

劳动教育要下“实”功夫

劳动课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

有不同的课程形态，2022 年义务教

育劳动课程标准正式出炉，这对劳

动课程作出了更细致的指导。作为

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研制

组核心成员，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综合部副主任管光海表示，新课标

倡导丰富多样的实践方式，注重引

导学生从现实生活的真实需求出

发，亲历情境、亲手操作、亲身体验，

经历完整的劳动实践过程，避免单

一、机械的劳动技能训练，避免简单

的劳动知识讲解，避免缺少实践、过

于泛化的考察探究。

中国教科院劳动与社会实践教

育研究所所长王晓燕表示，劳动教

育课程实施要下“实”功夫，她用5个

“实”总结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课程

实施目标要“实”，课程实施内容要

“实”，课程实施保障要“实”，课程实

施师资力量要“实”，课程实施效果

评价要“实”，从而实现课程内容升

级、管理机制升级、教师队伍升级、

资源配置升级、安全保障升级、教育

成果升级。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

丰则认为，应该从关注课程项目的

丰富多彩转向关注劳动实践有效育

人的机制和方式，从关注应然的教

育路径设计转向关注教师的有效组

织和实践落地。张丰对中小学劳动

教育实践有 4个方面的期待：“一是

完善实践的路径，学校应重视劳动

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支持系统，确保

实践落地；二是看见真实的学习，我

们常常看到孩子在成人的安排下参

与劳作，但大家的关注点往往在劳

动的具体内容，却没有重视体现劳

动实践特征的学习是否真实发生；

三是构建有效的教研，目前迅速全

面铺开的劳动课程主要依靠兼职教

师，还需要加强教研支持；四是着眼

未来的能力，劳动教育的真实意义

是为学生的未来赋能。”

在劳动体验中学做人，在劳动

实践中求真知。浙江省温州市教

育教学研究院劳动教育教研员黄

辉表示，劳动教育可以与研学实践

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无论劳动教

育还是研学实践，都是由封闭的课

堂走向校外的开放环境，都是让学

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观察认识身边

发生的一切。

与会专家在探讨中形成了一些

共识：人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对于

孩子而言，不是长大了再去劳动，而

是要在劳动中逐步长大，教育需要

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观念，引导学生通过劳动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让劳动教育回归真

实意味着劳动教育不是“劳动+教

育”，而是让劳动教育回到生活中，

引导学生从生活的真实需求出发，

面对真情境、经历真实践、探索真问

题、感受真体验，在完整的劳动实践

过程和知行合一中看见学习、看见

成长。

“同样的政策，同样的要求，我

们与一些学校相比，劳动教育的差

距为什么这么大呢？”来自河南省项

城市教育体育局的李立功认为，“关

键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执行政策的

力度、落实创新的气魄。”劳动贵在

真，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平安小学

教师董慧展望未来：“我们将巧借此

次论坛的‘一瓢活水’，激活学校劳

动教育的‘一池春水’。”

特别策划

“一亩地菜园计划”是北京市十一

学校丰台小学两年前发起的劳动实践

项目，历时135天，450个孩子全程参与

并见证了一亩地里发生的“生长故事”。

在一亩地里，从无到有，从播种到收

获，从观察到探究，学生学会了选择——

种什么是学生自己共商选择的结果；学

会了劳动——怎么种，怎么除草，怎么采

摘，学生走过弯路，但他们知道了什么是

“草盛豆苗稀”；学会了观察——通过观

察幼苗的生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

生写下了一系列“自然笔记”。

这是从一亩地里生长出来的“课

程”，由学校劳动教师和科学教师共同

研发，学生以直接参与农耕的方式学习

植物生长的知识，一亩地成为学生生活

成长的重要场域——在这里，劳动即生

活，劳动即成长。

“让学习回归生活，应该是有趣味、

有动力的。若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学习

的意义何在？”学校美术教师兼劳动组

长孟彬说。在中小学新时代劳动教育

论坛上，孟彬的讲述让与会代表展开了

对劳动教育中项目学习的想象，也引发

了劳动教育实践者更多的思考。

补上劳动教育这一课

论坛上几乎每一个呈现的劳动教

育实践案例都有一个“故事感”的开始，

浙江省温州市黄龙第三小学校长叶克

表首先分享了学校劳动教育实践的缘

起。2018 年秋季是叶克表担任校长的

第一个学期。有一次，他在操场上看到

了一个踢球的男生鞋带松了，但是自己

不会系要找老师求助。这一场景让叶

克表颇受触动：我们的孩子连鞋带都不

会系吗，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带着

这个问题学校展开了访问调查，在随后

的一次家委会会议上，家校之间达成开

展劳动教育的共识，学校就此开始了常

态化、规范化、课程化的劳动教育实践

之旅。

与黄龙三小不同，浙江省平阳县鳌

江四中西塘校区的“诚·真”劳动与学生

的一次常规劳动任务有关。5年前的一

天，学校动员一些学生参与打扫樟树落

叶的任务，任务、要求、时间都很明确，

但是 30 分钟过去了，教师发现不少学

生没有认真打扫。事后教师在这些学

生中进行调查，有的学生说：“我不愿意

扫落叶，因为老师要求才不得已出来。”

有的学生说：“不少同学没有认真打扫，

只是在那里聊天而已。”有的学生说：

“落叶太多了，怎么可能扫完。”这次调

查引起了学校重视——针对“假劳动和

敷衍性劳动”现象，学校将劳动教育的

主题确定为“诚·真”劳动，希望学生能

从“要我劳动”转变为“我要劳动”。

劳动育人是浙江省平阳县浙鳌高

中的立校之本，学校政教主任吴永军

以《扫一屋以致“天下”》为题作了专题

分享。每天的宿舍卫生打扫是学校规

定的劳动日课，曾经一名新生在接到

这一任务时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来

读书的，不是来扫地的！”吴永军因此

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为题举行了

一次主题班会，后来这名新生认识到

劳动的意义，也爱上了劳动。从这一

年开始，学校新生始业教育第一课的

课题便更名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下”。吴永军说：“新生始业教育要从

‘学做人’开始，而‘学做人’要从劳

动育人开篇。”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

第五小学在劳动教育中，基

于“走好每一步”理念，以

“最小行动”策略逐步开启劳

动教育并建构了劳动教育课

程体系。所谓“最小行动”策

略，就是将大目标拆解成小目

标。为了在劳动教育中实现立德

树人大目标，学校引导学生从校园生

活和家庭生活中力所能及的劳动做起，

制定了劳动清单，细分了劳动项目，以

便于让学生轻松迈出劳动教育第一

步。副校长任鲁鲁在分享中举例：一年

级家务劳动包括叠衣服、扫地等，二年

级家务劳动包括叠被子、拖地板等，三

年级家务劳动包括钉纽扣、用微波炉加

热食物等。

浙江省平阳新纪元蓝田学校初中

分校副校长于建国分享了题为《有意

思、有意义、有可能》的报告：“有意思”

是以丰富多元的岗位进阶让低年段学

生“爱劳动”，“有意义”是找到项目式

“勤劳动”的路径，“有可能”是通过交

互式“善劳动”促进学做融通。“在‘有

意思、有意义、有可能’之外，我们还在

思考‘有机会’，给学生提供更多劳动

的机会，因为‘有意思、有意义、有可

能’一定是建立在‘有机会’的基础

上。”于建国说。

围绕劳动教育的课程化实施，鳌江

四中西塘校区建构了“生活性劳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服务性劳动——集

体的事情争着做；艺术性劳动——高雅

的事情学着做；创造性劳动——挑战的

事情试着做”体系，鳌江镇滨江小学则

以“海洋文化”为背景构建了“海之技、

海之艺、海之味、海之爱”4个板块的劳

动教育课程群。

河南省郑州市艾瑞德学校校长李

建华分享的题目是《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他首先从学校 300 亩的田园校区

讲起：每个班分有一亩田，学校构建了

贯穿小学6年的田园劳动课程，学生按

照课表安排到田地拔草、浇水、施肥，寒

来暑往从无间断。在最初几年，学校着

力解决劳动教育场域问题，而最近几年

则在重点解决劳动教育“真劳动、全时

空、课程化、成合力”等问题，逐步构建

起“校园、田园、家园、社园”四园联动劳

动教育实践机制。李建华给出了一组

数字：92%的学生掌握12项以上劳动技

能，99%的学生做过社区义务劳动，学

生近视率 9.3%，肥胖率 2.2%。之所以

能有这样的效果，李建华以一个公式给

予了回应：“高质量的劳动教育日常化

=（真 劳 动 + 全 时 空 + 课 程 化 + 成 合

力）×坚持。”

劳动教育一直在路上

本次论坛聚焦的重点案例是平阳

县教育局鳌江学区整体推进劳动教育

的经验。学区主任方德裕详细介绍了

学区经验：劳动周以“时间轴线”为线

索，以“劳动地点”转换为脉络，以“劳

动清单”为活动内容，构建起“设计—

实施—展示—评价—反思”五维链条

闭环体系。学区各校围绕“劳模精神

我学习”“劳动技能我锻炼”“家务劳动

我承担”“美化校园我行动”“创意生活

我创造”“百工百业我体验”“文明创建

我参与”“劳动达人我争当”等主题内

容开展设计。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方德裕看来，学区的劳动教育在

未来实践中还要警惕过度课程化、作

秀式、景观式劳动。这一点在鳌江镇

梅源小学校长王怀标的分享中得到了

印证。王怀标说，开发课程最终是为

了学生的成长，只有在真实的劳动场

景中，学生才能丰富精神生活，拥有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真实的劳动要在真实的场景中

发生。”叶克表在分享中道出城市学

校存在的劳动教育空间痛点。城区

学校往往场地较小、布局固化、设施

老化 ，缺少校内劳动实践空间和基

地。在叶克表看来，“建筑不易改变，

空间却可以长大”，黄龙三小的策略

就是实施更沉浸、更个性、更智慧的

校园空间微改造。

论坛结束了，但劳动教育实践者的

思考和探索还在进行。劳动教育不仅

要创新实践方式、更新课程内容，更重要

的是通过劳动教育“看见人、发现人、发

展人、成就人”，这也是与会代表形成的

重要共识。

中小学新时代劳动教育论
坛近日在浙江省温州市举行，
来自全国 20个省份的 600多名
教育者齐聚一堂，交流劳动教
育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论坛
以“让劳动教育回归真实”为主
题，分为主旨演讲、案例分享、
自由演讲、点评报告、成果展
示、圆桌沙龙等单元，与会专家
从劳动教育课程实施、建设高
质量劳动教育体系、劳动教育
理念落地等不同角度对这一主
题予以回应。本期，我们从专
家观点和实践案例两个层面呈
现论坛中的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