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随着国家对劳动教育越来越重视，有关政府部门依据学生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

政策。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直以来是我国教育的基本准则，劳动教育是其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阶段是学生初步接触社会生活、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将劳动

教育引入小学课堂教学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文章简要分析了基于生活能力提升的城区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义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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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于生活能力提升的城区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义

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对学生的教育问题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而学生的劳动教育问题已然成为社会

各界热门讨论的话题之一。目前，部分城区小学学生的

劳动教育现状不是很理想，因此有必要尽快落实劳动教

育教学。学校、社会以及家庭应当认识到劳动教育对学

生发展的重大意义，从小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提

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劳动创造能力，让学生从小就

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进而促使学生积

极主动地进行劳动，端正劳动态度，提高劳动能力，形

成正确的劳动行为，凸显劳动教育的育人导向。

二、 基于生活能力提升的城区小学劳动教

育的策略

( 一 ) 转变学生的劳动思想，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为了能够让学生亲身体验丰富开放的劳动教学项

目，教师首要的劳动教育任务就是转变学生的劳动思

想观念。由于城区大部分小学生在家都是被父母捧在

手心的“小王子”“小公主”，重学习，轻劳动，其思

想上尚未形成一个正确完整的劳动观念。要想改变这

一现状，教师就需要从根本出发，培养学生的劳动意

识，引导学生深刻意识到劳动的意义，让学生深入理

解日常生活离不开劳动，如果没有劳动就不会有人类

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这一道理。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兴趣

爱好出发，积极地引导学生进入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

课堂，以此激发学生的劳动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热爱

劳动的意识。例如，教师可以专门设置一节“劳动我

最光荣”的主题教育活动，让学生认识劳动，感知身

边参与劳动的人和事，通过“认知—实践—感悟复盘”

引导学生尊重劳动，做劳动的积极参与者，鼓励学生

从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主动劳动

的好习惯，进而凸显劳动教育这一教学重点，帮助学

生转变劳动思想，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凸显劳动育

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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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细化劳动教育目标，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
能力

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动脑的时间

多了，动手的时间少了，实践的机会被便捷的生活方

式所取代。学生一心扑在学习上，长此以往，学生的

自理能力差了，生活能力需要“被安排”，学习上去了，

家长却焦虑了。如何满足学生现实生活需求？哪些必

备的能力在相应的阶段需要被提升？劳动教育目标导

向很重要。

针对小学阶段的劳动教育工作，教师团队须做好

摸底调查，在数据基础上划分层次，对标实施，细化

劳动教育目标，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能力的学生进行

劳动教育方案设计。同时，又因小学生心智尚未健全，

教师需要及时抓住这一黄金教学时期，结合小学生的

年龄段细化教学目标，并制定个性化的劳动教学内容。

例如，针对刚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小学生，让学生和

家长建立正确的劳动意识十分重要，教师可以依据这

一目标开展一年级学生的入学劳动培训课程。在平日

的校园生活中，通过以身作则影响学生，促使学生可

以积极地投身于各种简单的劳动，如打扫教室、擦玻璃、

倒垃圾、擦黑板、摆放整理班级课桌等，做好学段目

标的分段实施，细化劳动任务群内容的分配，阶段性

实施，逐步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为今后的学习

和生活奠定基础。

( 三 ) 搭建校本课程体系，全面提升劳动素养

教育部正式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2022 年版）》将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

完全独立出来。基于这一教学背景，要想顺利地在城

区小学开展劳动教育工作，教师需要结合现代小学生

的身心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小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以

及本校现有的硬软件条件，确定细致的劳动教育目标，

为学生搭建一套完整的劳动教育体系，以此来促进学

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劳动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而

让学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教育学习。

首先，在建设小学阶段的劳动课程体系时，教师

要始终如一地以助力学生形成科学性的劳动价值观念

及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喜爱劳动的优良劳动意识为核

心教学任务，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劳动教育工作，

为建立健全校内劳动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课程

体系搭建可以从学校的硬软件条件出发，分类涉及，

全方位实施，对标立项，注重内容一体化建设，关注

开展形式的多样化、劳动过程的持续化，符合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可操作性强，有实效。为有效实施劳动

课程体系建设，学校的管理者应当注重从课时保证、

师资保障以及课程框架的搭建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性

的开展，以此来保证班级的每一个学生都可以亲身体

验劳动的成功和乐趣，让学生不只是简单地掌握劳动

的各项技能，还要深刻地认识到劳动背后的意义，关

注劳动校本课程的育人导向。其次，学校的领导应当

对教师的授课方式、授课质量及效率提出有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以此来提高教师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度，

促使教师转变教学方式，进行创新改革。例如，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劳动教育评价，将学生

日常在劳动教育课堂上的各种表现以表格的形式进行

准确记录，然后将其作为评价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标

准之一。最后，学校的管理者还应定期召开会议，制

定一套属于劳动教育教师的绩效考核制度，其中考核

的主要内容包括课前教案的准备工作、课上讲课的教

学效果以及课后学生对该教师的评价情况等，全面重

视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从而在大力强化

师生之间的劳动评价机制的同时，也让学生可以快速

融入劳动教育课堂，实现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的闭环。

( 四 ) 玩转学科多元融合，亮眼活动倒逼教师
成长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五育”并举让课堂目标不

再单一，学科的渗透与融合让教师更全科，课堂更多

元，劳动教育也是如此，课堂需要更丰富，元素需要

更丰盈。面对学生的多元需求，教师不能“坐以待毙”。

语文的《落花生》可以渗透花生的“一生”，优秀的

语文教师也是优秀的劳动教师；美术教师可以思考语

文课本中关于剧场一课背后的手工故事；科学教师可

以酝酿养蚕人的艰辛；体育教师可以展开出力流汗的

“劳模”课——有目标，有活动，让每一个学科的教师

都融入劳动教师团队，带着学生一起挖掘资源，寻找

目标，激发教师潜能，专属定制，定向发展，做好计划，

提高要求，赋能学科教师融入，倒逼教师多方面成长。

( 五 ) 规范课程实施路径，鼓励研究，树立范本
备好课，才能上好课，有思考，有计划，才能有

底气。劳动课怎么上？劳动教案怎么写？尤其是操作

类的劳动课，涉及的工具、材料很多，学生的好奇心

很重，劳动课堂时常乱成一锅粥，因此规范的课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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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路径很重要。劳动教师不仅自己要会劳动技能，还

要会教，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预案到位了，才能

合理应对课堂中的“失控”情况，劳动课才能安全、

规范开展。做好范本，定好框架，激励每一位教师把

自己擅长的劳动技能写成教案，把自己做的活动梳理

成课例。笔者所在学校编写了《劳动教育·自留地》《劳

动教育·缤纷校园》《劳动教育·二十四节气》系列校

本读本，规范课堂实施路径初见成效。在此基础上，

学校劳动教育课题研究紧跟教学步伐，就学校劳动场

域建设、教师团队建设、课程建设形成了自己的范本，

收获了区、市级优秀课题，让一线教师参与讨论、实施、

研究，形成一条可良性循环的、因校制宜的实施路径。

( 六 ) 家校共育形成合力，创新形式激发动力

基于新版课程标准的内容和教学理念，要想让城

区的小学生有效地在劳动教育课堂上提高自身的生活

能力，不能只是单单靠校方和教师的努力，也需要学

生家长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劳动教育的教学内容

有很多，主要包括生产劳动、生活劳动和服务劳动三

大部分，而对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其最需要的是生

活劳动和服务劳动的教学。又因为劳动教育主要集中

在学校和家庭之中，因此需要学校和学生家长携手，

共同开展劳动教育相关工作。

首先，家务劳动是从小培养学生形成良好劳动意

识和劳动习惯的关键途径。城区的学生进行家务劳动

的时间相对较少，当然大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学生家长

的观念，认为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孩子干家务活，而应

当将重心放在学习上。这时，教师应当让学生家长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是不对的，教师可以定期举办

家长会，除了向学生家长传授家庭教育的正确指导方

法，也要向学生家长灌输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以

此来让学生家长全力配合教师一起进行劳动教育工作。

例如，教师可以在劳动课堂上带领低年级的学生学习

如何正确穿戴衣服、铺床叠被等各种生活技能，每当

结束一项教学，教师都可以用微信等方式与学生家长

取得联系，让学生在家长指导下在家动手做家务。其次，

针对小学中学段的学生，教师可以在学生掌握基本生

活劳动技能的基础上，组织一些较高难度的劳动实践

活动。例如，秋收时节，教师可以建议学生家长一起

陪孩子到郊区或农村，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农民劳作

的辛劳。家长可以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前提下，让学生

一起到农田帮助农民采收玉米等农作物，在家长的协

助下帮助学生树立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观念，锻炼学

生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最后，针对小学高学段的学

生，教师可以定期在班级内举办一次小型的“美食汇”，

要求学生在家通过家长的帮助和指导，学习制作一道

美食。等到正式比赛的时候，教师可以邀请各位学生

家长一起坐在台下观察自己孩子的劳动表现，之后亲

自品尝孩子做的美食，让学生家长在体验自己孩子劳

动成果的同时，拉近亲子距离。

总而言之，要想加快基于生活能力提升的城区小

学劳动教育工作进度，教师需要不断地以提升小学生

生活能力为核心目标践行劳动教育，让学生有效增强

自身的劳动素养，提升自身的劳动学习水平、生活自

理水平和劳动创新能力，最终在落实新课标有关要求

的同时，从实践劳动教育中收获更多的乐趣和快乐，

为将来的美好生活奠定基础。｛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

市草堂小学子美校区。基金项目：2022年成都市哲学

社会科学“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基地”课题“指向劳动

素养提升的城区小学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研

究”[CDZSQY-2022（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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