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版
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 罗利 E—mail:aqwbzk@126.com教育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将劳动从原来的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并
发布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 年版）》。从今秋开学起，
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
立课程。

一度留存于 80 后家长记忆深
处的劳动课，如今再度出现在他们
孩子的学习生活里——中小学生要
学烹饪、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农
业生产等技能。

面对新独立出来的劳动课，上
什么，怎么上，如何考评？近日，
在“上好生活劳动课，争做时代新
少年”座谈会上，这一话题引发来
自合肥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家长、
教师、校长等多方代表的热议。

80后家长张凯星在农村读小学
时，下地拔过草，在学校锤过“洋
钉”。而她在合肥市南门小学读六
年级的儿子，平时在家的“劳动
范围”就是收拾打扫房间，没进
过厨房。

“我们很少让孩子下厨干活
儿，他以后总不能天天订外卖
吧？”张凯星对儿子劳动课的期望
就是：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好
好锻炼一番，学到课外知识和生活
技能。

“眼下的痛点是没有统一课程
标准体系，缺少专业的教师、场所
和环境设备。此外，每所学校所处
地域和学生成长背景不一样，如
何形成自己的劳动特色值得探
究。”合肥庆平希望小学德育主任
王俊说。

合肥潜山路小学一位四年级学
生的母亲表示，很多家长连孩子自
己烧开水都不放心。她建议在保证
孩子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教育部门
和学校开展夏令营活动，让孩子接
受包括做饭洗衣服等一整套生活技
能的劳动教育。

她关注的，其实是很多家长和
教育界人士关注的劳动教育的载体
和形式问题。

“劳动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农
业、工业、手工等元素，城市里的
确缺乏场景资源。”有20余年的小
学校长工作经历的程庆春说。

近年来，围绕劳动教育，合肥
有学校在农村或郊区联系“承包”
试验田，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和
教育集团化发展，部分学校学生数
量激增，多则上千人，劳动实操教
学很难覆盖每一个孩子。

针对场地难题，程庆春提议，
学校可以尝试和企业、工厂建立常
态化联系，组织学生从事工业劳
动，条件允许的学校可以开垦荒地
搞农业种植，也可以考虑，不再请
物业公司打扫卫生，让学生自己动
手。“利用有限场景资源，自给自
足开展劳动课。”

合肥市经开区社发局教体处主
任杨小龙认为，劳动教育应该是家
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结合，由学
校教育引领方向，社会教育提供技
术支撑，家庭教育跟进养成劳动观

念、品质和习惯。“可以将劳动教
育融入学校课后服务，低年级学段
应重点考虑劳动规范和标准，中高
学段重在合理开展劳动技能实践。”

劳动课“教什么，怎么教”同
样也是话题焦点。

“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没法
下地干活儿，厨房就是劳动课的主
要场所之一。”中国东方教育集团
从事教研工作的汪俊分析，小学生
年龄较小，臂力、耐心、胆量等方
面和成人有差异，特别是对厨房器
具、安全自我防护、食材搭配等知
识了解甚少。针对小学生的劳动
课，不是简单教孩子炒熟一道菜，
还要传授烹调技法、营养价值方面
的知识。

多位教师和校长也一致呼吁，
当务之急是编写一套从易到难的标
准劳动课教材，让孩子易懂易上
手，譬如烹饪，每道菜放多少调料
都可以在教材中明确。

2020年7月，教育部印发《大
中 小 学 劳 动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 试
行)》，明确不同学段的劳动教育内
容的具体要求。“劳动知识传授和文
化课不一样，必须动手，但是也不能

‘放养’，得教学做合一。”合肥劳动
教育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彭正说。

孩子学了技能，如何反馈考
评，让老师开展教学更有抓手？
座谈会上，劳动课评价问题也备
受关注。

合肥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唐文
水分析，一些学校对劳动教育的认
识是宽泛的，存在“各干各的”、
缺乏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等问题，
将“劳动”和“教育”两个词割裂
了。“不是让孩子回家洗个碗、做
个饭就是劳动教育，用什么态度、
什么方式完成劳动，让孩子体验劳
动过程才是教育的目的。”

唐文水从“五育并举 （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记者注）的概念中得到启示：为何
将“劳动”放在最后，因为综合性
很强的劳动是教育的落脚点。对待
劳动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

“德”，也就是敬业精神，如何动脑
筋做好一道菜，反映了孩子的

“智”，劳动的过程消耗体力，最后
呈现的成果一定是美的。

彭正以自己所在学校的洗刷系
列课程为例，孩子一个月内学会

“刷鞋子”技能，得每周完成一个
小目标：先从用刷子清洗鞋子表面
泥巴，再到用清洁剂清洗运动鞋网
面，再到独立漂洗鞋子，最后晾晒
鞋子、整理鞋柜。在这一过程中，
引入学生自评、家长评价。

“技能成果容易评价，如何量
化评价劳动观念养成、精神品质感
悟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指标，这
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
彭正坦言。

对此，杨小龙也有同感：对劳
动课的评价是否应该落在学生劳动
观念、劳动品质、劳动习惯和劳动
技能等多方面。

“对劳动课的评价一定要强化

‘过程’，绝不能是卷面评价、结果
性评价。”一位教育界专家认为，
这要求校方先开齐开足开好课程，
教师投入时间和热情，客观公正观
察记录孩子在团队中的劳动表现和
状态，以及孩子产生的积极变化和
劳动意识的转变，形成完整的评价
机制，“倒逼”学生和家长逐渐重
视劳动课。

合肥蜀山区教体局教研室主任

李德山认为，对劳动课的考评，不
仅是考试这么简单，还应该有更加
细化、贴近实际的标准体系。

对此，唐文水呼吁，应开发契
合孩子兴趣点、家长需求和老师实
际情况的课程评价体系，让劳动教
育具象化，让孩子在劳动的过程中
接触实践、认识社会、收获成长，
真正让技能从课本走向生活。

据中国青年报

劳动课上什么，怎么上，如何评？

2020年11月11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百峰
小学教师在校园“微农场”给学生讲解白菜管护要领。

4月27日，江西省新余市高新三小的小学生在当地
茶场建立的茶文化劳动基地体验采茶。

合肥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小学钉纽扣劳动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