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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劳动
教育是“树人”工程的一项重要内
容。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不能忽视“劳”的作用，这实
质上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
人生取向。此次劳动课程标准的出
台，不仅对课程内容做出了规划，
而且提出了生动具体的实施建议，
引发了广泛关注。可以说，这不仅
受到了教育界有识之士的欢迎，相
信也会受到宠爱有加、望子成龙、
也想改变现在孩子懒散娇奢、没有
动手能力，且正为此头疼家长们的
欢迎。此次学校开设劳动课，让孩
子用双手打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
界，其实效值得期待！

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
时。即便课时得到落实，指望今天
的中小学生熟练掌握劳动技能，学
会煮饭炖汤、修理家电、种菜养
禽，而且具有较高水准，自然是不
现实的。开设劳动课意义在于，可
以让孩子们贴近生活、了解社会、
珍惜劳动成果；可以让学生动手实

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
志，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
的劳动品质；还可以让孩子通过劳
动的双手，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
界。如此“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对于现在的孩子，确实太需要了。

毋庸讳言，很长一段时间，我
们的教育，无论家庭还是校园，都
明显存在重育智、轻劳动，重动
脑、轻动手的现象。尤其这一代中
小学生，成长于物质更丰裕、学习
压力更大 、 家 庭 条 件 更 好 的 环
境，劳动大都是父母包办，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的也越来越多。曾
有权威部门调查，当下能够做到自
我服务性劳动的学生不足半数，
而喜欢劳动、经常做家务的孩子仅
占约两成。

如何创新机制、优化模式，让
劳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是一道现
实考题。这需要学校管理者和教师
真正认识到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像
对待文化课程一样对待劳动课。同
时，要因地制宜编制课程内容，统

筹好短期的劳动技能培训和长远的
劳动精神培养，在循序渐进中真正
激发学生们对劳动的热爱，而不能
流于形式。

在学校的劳动课程之外，家长
也应帮助孩子上好这门课，不要包
办代替，鼓励引导孩子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家务，让他们体会劳动的乐
趣，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意识。与
学校一起把劳动的种子深植在孩子
的心中，让他们体会探索之趣、收
获创造之喜。让孩子们课里课外都
动起来，让他们在劳动中奔向更广
阔的天地，用双手打开一个更加广
阔的世界。

近日，教育部正式发

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

准（2022年版）》，从今

年9月起，学做饭、修家

电、种菜养禽等将成为中

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安

庆的不少家长及学生为新

政点赞的同时，也关心劳

动课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

现？是否能帮助孩子树立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记者

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安庆晚报》5月20日）

让孩子用双手打开更广阔的世界
潘天庆

劳动课真的来了。原来劳动
课也有，只是放在了综合实践课
程里面。这次把劳动课、信息技
术课都从综合实践课程里面独立
出来，单独设立劳动课。2022 年 9
月开始，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
生们要上劳动课了。

劳动课必须上。劳动是创造
一切社会价值和财富的源泉，也
是一个人懂得感恩、知道珍惜、
学会独立、成长成才的最根本、
最核心要素。一个不热爱劳动、
不 尊 重 劳 动 的 人 ， 不 会 懂 得 感
恩，难以真正独立，对物对人都
不 珍 惜 ， 更 不 会 成 为 一 个 对 国
家、对社会、对家庭有贡献、有

价值、有成就的人。
劳动课怎么上？现在的孩子

很 少 知 道 水 稻 、 小 麦 等 粮 食 作
物，是通过哪些“劳动程序”，从
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些“劳动
程序”没有一道程序是可以“不
劳而获”的，每一道程序都需要
出力流汗、付出辛苦劳动，才能
收 获 我 们 一 日 三 餐 饭 桌 上 的 米
饭、面包。孩子们可以将“汗滴
禾下土，粒粒皆辛苦”诗歌背的
滚瓜烂熟，但如果不亲身去体验
种田的“劳动程序”，就难以直观
理解，对节约粮食的意识自然也
不会有深入内心的强烈和由内而
外的自觉。

劳动课要上好。开展学生劳动
教育，理论知识教育固然重要，但
更为关键的是劳动实践教育。脱离
实践的劳动教育，往往会流于形
式，教育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只
有将理论知识与亲身体验劳动相结
合、融合，才能使劳动教育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劳动教育重在实
效，贵在坚持。给学生布置劳动实
践作业，定期让学生到田间地头体
验粮食播种、生长、收获的“劳动
程序”，将劳动教育的课堂从理论
上“融入”到实践中，从书本上

“搬到”田地里，方能让劳动教育
结出“累累硕果”，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劳动教育重在实效贵在坚持
孙维国

“劳动是惟一导向知识的道
路。”“劳动是社会中每个人不可
避免的义务。”这些圣贤哲语从不
同的维度诠释了劳动的现实价值
及审美意义。

今年秋季开学，“全新劳动
课”将成中小学独立课程。此举
将会彻底扭转此前“‘劳动’说起
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
继而为破解劳动教育实施过程中
被淡化、弱化乃至边缘化等瓶颈
问题提出了政策导引，实属英
明。很显然，优化劳动教育生态，
必须在拓展劳动教育培根铸魂的
内涵上大“有”作为。

目的有棱有角。劳动教育是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重要组
成。在劳动教育的三维目标中，
情感态度价值观尤为重要。忽视
了这一点，学生可能被强塑成头
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机器人”。
因此，在掌握劳动技能的同时还
得强化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即
正确认识劳动价值，树立正确劳
动观念，养成良好劳动习惯，设法
让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敬畏
劳动。不轻视不歧视分工不同的
劳动，走出劳动偏见和误区，充分
发挥劳动教育全科育人、全程育
人、全员育人的综合功能，着眼于
学生的全面素养，奠基学生的终
身发展，联通劳动者与接班人之
间的路径，培养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幸福、劳动最美丽的浓厚氛围。

内容有血有肉。生活有真
味，时时靠劳动。劳动教育的内
容应该是血肉饱满的，而非抽象
空洞的。培养技能教会操作固然
重要，播撒“劳动种子”入学生心
田才是首要。基于此，劳动教育
不仅是集体走进“开心农场”间或

“幸福菜园”，而更应该直接地体
现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如
居家帮爸妈做家务带二宝；在学
校会弯腰拾起一片废纸或动手关
掉淌水的龙头或随手扶起倒地的
扫把等。

联动有声有色。劳动教育起
步要早，并且要贯穿人生的各个
阶段，必须千方百计构建幼小初
高一体化的劳动格局，统筹安排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
劳动的综合劳动资源，同时加强
家校、社区、街道、志愿者及社会
的合作联动，将劳动教育渗透进
每时每刻即时即刻中，成为每一
个学生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
让劳动教育始终处于有声有色的
联动状态，为奠定学生一生的应
然必然欣然发展更好地服务。

在劳动教育培根铸魂

上大“有”作为

王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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