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兴小学自 2010 年起 ，结合自身
实际，积极实践环境育人的理念 ，利用
墙边拐角，积极思考 “构建图书馆中的
田园学校 ” 的办学目标 ， 构思修建了
“三园两馆 ”（“三园 ”：兴雨田园 、兴雨
乐园和兴雨科技园；“两馆 ”：兴雨图书
馆和兴雨博物馆）。 同时，着力探索《田
园印象 》、《礼仪环保 》、《营养膳食 》三
课一体的 《田园实践课程 》。 该课程具
有知识性、实践性、科学性 、趣味性 ，让
兴雨田园不仅仅是田园 ， 更是一本无
形的书 ， 让学生们在劳动实践中亲近
自然 、健康成长 、开拓创新 ，收获幸福
和自信。

“劳动教育”渗透学科

从开辟田园起步，学校制订了以“田
园教育”为核心理念的发展规划。 “田园
课程”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各学科。

枣林 、橘园 、梨园 、柚子林 、农场 、
荷塘，构成了全兴小学的 “兴雨田园 ”。
年年有收获 ，季季有花香 。 收获季节 ，
红了樱桃 ，黄了枇杷 ，满园桃李 ，笑声
回荡。 在“兴雨田园”里 ，三 （1）班语文
教师汪静正在指导孩子们写 《我最喜
欢的动物》。 孩子们当起了小白兔饲养
员，拿着萝卜和菜叶 ，小心翼翼地喂小
免。 “小白兔真可爱 ，圆圆的眼睛像一
对红宝石 ，身子像胖乎乎的面包……”
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在作文本上一笔
一划地写着 ， 不时还抬头看一眼身旁
的兔笼子。

“兴雨小厨房”内，教师马燕兰正在
教三（5）班的孩子学做饼干。黄油、糖粉、
白糖、鸡蛋、面粉，黑板上写着原料名称；
爱心、五角星、花瓣，柔软的面团在孩子
们灵巧的小手下，变换出各种形状。半小
时的焦急等待，孩子们的劳动“果实”终
于成熟，他们将“果实”送给老师，送给爸
爸妈妈，也送给自己。 饼干香酥可口，甜
了嘴巴也甜了心。

“劳动教育”走进课堂

在校园种植果蔬、 养殖小动物的初

衷是开辟学农基地， 增加孩子们的农业
生产知识。近 3 年来，“兴雨田园”先后栽
种大豆、小麦、油菜、玉米、南瓜等几十种
常见农作物，樱桃、枇杷、柠檬等 100 多
棵果树。同时，“兴雨乐园”还养殖了许多
家禽和家畜， 在此过程中培养孩子们的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成为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有效平台。

“田园课程”散发泥土芬芳，具有生
命气息，富含劳动的美，从根本上改变了
学生的学习方式。于是，五年级将数学课
开在了食堂， 孩子们在食堂师傅的指导
下开始学包饺子。刚开始，孩子们遇到了
各种问题：总是拿捏不好馅儿的量，要不
饺子包得太瘪， 要不馅儿多得根本包不
下；总是掌握不好捏皮的力度，要不劲儿
太小，饺子“合不拢嘴”，要不劲儿太大，

把皮都捏烂了。经过多次实践，孩子们包
饺子的技术大幅提升， 一个个漂亮的饺
子在他们的小手中诞生了！“中午我们有
饺子吃啦！真开心，回家我还要在家里包
饺子给爸爸妈妈吃！”一个小男孩开心地
说。 在“劳动”之后，孩子们开始数学的
“统计”单元内容的学习。

“劳动教育”融入生活

对孩子来说 ，学到哪些知识 、习得
哪些技能或许并不重要，而在他们心底
播下一粒什么样的“种子”才最重要。全
兴小学的教师们，用“田园课程”在孩子
们的心田播下了劳动最美好、最光荣的
种子。

墙外开花墙里香。学校的课堂，相对

来说是有限的，而课外、校外是无限的。
学校要把校内课堂做强， 然后将校外课
堂做大， 在两者之间架起走向未来的能
力桥梁。 全兴小学的“田园教育”是尊重
儿童生命生长规律的教育， 是劳动教育
的体现方式。在这里，教师让孩子们观察
树木、花草、麦苗以及蔬菜的生长过程。
在阳光的照耀下，孩子们同小树、麦苗和
小动物们一起慢慢长大。

如果说教育是一片田野， 那么学校
就是一片田园。在全兴小学，“田园课程”
为孩子们提供了有劳动、有精神、有科学
和有梦想的教育。孩子们有田野的视野、
有田园的幸福，每一粒“种子”都有生长
的养分和时空。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全兴小学）

每年， 山东省潍坊市 9 个区 100 多
所学校 3.5 万名中小学生， 都会轮流到
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参加一周的劳动实
践。 迄今，全市已有 40 余万名中小学生
在此实践成长，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达
98％以上，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
进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每逢周一， 六七百名中小学生会带
着行李、乘坐大巴来到实践基地，开启他
们的劳动实践之旅。在基地，学生每 8 人
住一间集体宿舍， 每 30 人组成一个班。
在宿舍，学生要自己铺床叠被，自己收拾
宿舍，自己打饭，自己洗衣服。在班里，学
生要为班级贡献自己的力量， 发挥自己
在班级中的作用， 比如需要整理教室环
境卫生、文明就餐，还要参与班级和基地
其他各项事务。

除此之外，实践基地还为学生提供
许多志愿服务岗位 ， 如清理校园垃圾
箱、帮公寓晾晒被褥 、帮餐厅收拾餐具
等， 这些服务岗位由学生自己认领，对
完成服务质量高的，除给班级量化考核
增加志愿服务分外，还会给学生颁发优

秀志愿者证书。
实践基地为学生准备生活技能课，

带领学生在创设的生活情境中， 掌握必
备的生活技能和知识， 增强生活的主体
意识，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

除此之外， 实践基地还设有手工劳
动类、科技劳动类、创意劳动类、拓展劳
动类、职业规划类等劳动课程。

手工劳动课程包括生活 DIY、快乐
布艺、塑编、风筝扎制 、制皂工艺 、衍纸
艺术等，目的是通过手工制作培养学生
热爱生活的品质 ，扩大生活体验 ，让学
生感受制作乐趣的同时， 创意生活，感
受生活之美。

科技劳动 课 程 包 括 多 元 智 能 中
心 、创意机器人 、创客空间 、3D 打印 、
彩虹鸡尾酒 、电子制作 、磁悬浮陀螺 、
收音机制作 、 食尚酸奶 、 空气动力车
等 ， 目的是通过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关
的载体 ，让学生能够自主设计 、搭建各
种模型作品 ， 培养动手能力 、 想象能
力、知识运用能力和构建能力。

创意劳动课程包括创意巴克球、花

样石膏、钟表制作、金工木工、服饰文化、
电烙画、花式咖啡等，目的是在创意构建
活动中，提高学生对智慧发现、创新创造
的基础认知，提升空间想象力，启发学生
创新思维，让学生成为有创意的人。

拓展劳动课程包括防震减灾、 心理
体验、真人 CS、无线电测向、拓展训练、
数学好玩、智慧骨牌等，目的是通过完成
任务，让学生学会挑战自己的体力、耐力
和毅力，在活动中学会与人和谐相处，在
挫折中不断修正，最终走向成功。

职业规划课程包括性格解析、职业
规划 、模拟驾驶 、模拟金融 、模拟法庭
等 ， 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参与职业类劳
动，体验职业角色，了解职业相关知识、
从业素质和技能要求，让学生科学地认
识自我 ，对自我进行职业规划 ，提高对
职业能力体系的基础认知，提升自我劳
动素质。

实践基地劳动课程的时间安排采
取集中使用方式。 初中学生集中寄宿制
活动 5 天 ，累计达 40 课时 ，完成 20 个
模块； 小学生集中寄宿制活动 3 天，累

计达 21 课时，完成 12 个模块。 模块活
动时间安排采取弹性使用，每个实践活
动项目为 1.5 小时。 生活劳动类课程贯
彻始终。

实践基地课程评价注重整体性、多
元化、过程性和激励性，从主题选择、设
计制作、方式创新、结果呈现、自我提升
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创新评价， 评价结果
纳入学生中考综合素质测评。中考时，结
合市教育局的中考指导意见， 划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 对在生活劳动类课程中
有突出表现的将以星级评价。

陶行知说过：“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
育是死的教育，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
是死的学校，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
死的书本。”实践基地的劳动教育课程模
式， 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求知方法和
路径，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积
累和丰富经验，主动获取知识，培养了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提升了个体劳动意
识，有助于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中小学
生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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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毓宗

教育在田园中生根发芽

课程赋予劳动教育意义
□孙桂芳

劳动教育应是一种常态
劳动教育是贯穿人一生的教育。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对于
孩子劳动习惯的养成负有至关重要
的责任。 除此之外，学生在社区和学
校中的劳动体验同样不容忽视，这在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今后对职业的
选择。 因此，劳动教育必须与家庭教
育相结合 ，与社区教育相结合 ，与职
业教育相结合，与劳动者终身的自我
教育相结合。

劳动教育是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的素质教育， 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既
是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语
文、艺术、思想品德等学科基本知识
的综合运用，也融合了社会、经济、法
律、伦理、心理、环境等内容的教育视
野。 劳动教育的开展应该以“做中学”
和“学中做”为基本特征，达到以劳树
德、以劳增智、以劳促技、以劳强体 、
以劳益美、以劳创新的目的。

劳动教育与技术教育相辅相成。
技术存在于劳动中，劳动与技术密不
可分，劳动是以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
为核心的实践活动。 劳动教育应遵循
学生的认知规律，把握技术的构成要
素和发展态势，并根据学生的不同年
龄阶段，逐步增加技术含量 ，形成技
术素养上的内在序列和梯度结构，帮
助学生建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并具
有个性特征的技术素养体系。

（江苏省苏州市职业大学教务处
傅小芳）

劳动技术课程有利于学生
形成积极的劳动观

劳动技术课是以技术学习增强
劳动观念的课程。 学生通过积极的劳
动体验和亲历， 在吸收技术知识、掌
握技术技能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劳动
观。 学生在参与技术活动的过程中，
直接感受劳动的艰辛和乐趣，逐步形
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及良好的劳动
品质和习惯。 学生通过实践活动，能
感受和发现各自的兴趣爱好，认识劳
动是日常生活、发展生产、建设国家、
推进社会进步的基本手段；培养学生
热爱劳动、不畏困难 、认真负责的劳
动态度。 对学生进行遵守劳动纪律、
注意劳动安全、爱护劳动工具和珍惜
劳动成果的教育 ； 培养学生勤于动
手、乐于实践、节能环保的良好习惯。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贺明菊）

提升劳动教育的“技术含量”
劳动教育如卫生保洁 、 手工制

作、家务整理等基础工作外 ，在新时
期和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还要更加注
重提升“技术含量”。

劳动教育应立根于技术课程。 技
术课程的创新发展可以带动劳动教
育的创新发展 ，开阔学生视野 ，增强
劳动意识。

要提高劳动教育的技术含量，还
要创新发展劳动教育的形式，避免简
单重复的体力式劳动教育。

同时，劳动教育应立足于学生的
发展 ， 将技能学习与创新培养相结
合，推动劳动教育的现代化。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蔡晓东）

我眼中的劳动教育

贵州省思南县塘头小学致
力于打造“最美乡村小学”，校园
中开辟出一大片田地，学生在劳
动耕作中体验自然教育。

图片由学校提供

找回失落的劳动

近日，教育部呼吁学校开设“劳动课”，可以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回归。 过
度知识化的教育，让今天的学生早早地和自然、劳动断了奶，钻进了只

与人交往的社会。 召唤劳动教育的回归，意味着中小学教育进入“体验第一”的新
境界。 面对这样的趋势，似乎乡村学校更具有天然的条件优势，但是它们也缺少
城市学校课程化的系统性，我们希望两者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帮助学生建立起自
身与劳动的新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