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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目标”让劳动教育有的放矢
樊树林

《话题》栏目

征稿启事

“劳动+”为成长“补钙”
李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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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更需重视劳动教育
陈铁

编者按：
“它在辛勤的工作中，它在艰苦的劳动里。啊！幸福就在你晶莹的汗水里……”这首脍炙人口的老歌

《幸福在哪里》表达了好几代人对劳动的崇尚和尊重以及对劳动与人生之关系的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

近年来，劳动在教育领域被忽视、被弱化的现象却长期存在。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对此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意

见，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对于广大未成年人来说，劳动教育究竟有何价值，如何才能更

好地让青少年在劳动教育的淬炼中提升能力、收获成长？本期《话题》就来分享几位读者的见解。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我国

历来坚持的教育方针。但不可否

认，如今，在我们的学校和家庭

中，劳动教育普遍未得到足够重

视。今年3月发布的《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指出：“近年来，一些青少

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

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

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

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

化。对此，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

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劳

动教育。”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期 发 布 这 份 文 件 ，可 谓 意 义

深远。

谈起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

笔者深有感触。笔者读小学时，

学校的硬件设施还比较落后，但

无论是教室、操场还是厕所，都

被师生打扫得异常整洁：水泥地

面被拖洗得青光闪亮，木质门窗

擦得干净透亮，桌凳腿上没有一

点泥尘……校园内也划出了一

个个分包到班的公共卫生责任

区。不仅如此，孩子们的义务劳

动还伸延到了学校附近的居民

区里，“小雷锋”的形象至今还为

一些老居民所津津乐道。学校还

专门辟出一块劳动基地，鼓励学

生种植，体会劳动的不易与收获

的快乐。每学期还要举办劳动比

赛，低年级学生比穿衣穿鞋洗手

帕，中高年级的比工具使用和缝

补、烹饪，以此来促进学生参与

家庭劳动。

除了提升生活技能，学生的

身体素质和团队意识也在劳动

中得到了强化。笔者记得，很多

同学都曾把自己的劳动体验和

感受写进作文，那份因劳动而生

的光荣感、幸福感都渗透在了情

真意切的语句中。

如今的校园里，学生亲自劳

动的场景少了，劳技课常常纸上

谈兵。回家后，不少家长对于家

务大包大揽，不让家庭劳动再给

孩子“添负”……殊不知，劳动教

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

育人价值，劳动的缺失，也会令

孩子的成长“缺钙”。

当然，劳动教育也要与时俱

进，一些传统的劳动教育方式已

不适应目前的现实条件，因此，

有人提出“劳动+”的理念：从宏

观来说，可以劳动+树德，劳动+

增智，劳动+强体，劳动+育美，

劳动+幸福等等；从微观来说，可

以是劳动+作文，劳动+数学，劳

动+巧手，劳动+漂亮，劳动+创

造……充分考虑孩子的年龄、个

性等实际，一定能找到适合他们

的“劳动+”结合点。广大教师和

家长不妨多花些心思、多开动脑

筋，在劳动形式、劳动内容上创新

尝试，在操作上注重趣味性，引导

孩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让劳动

教育真正地活起来。比如，结合当

前的疫情防控工作，就可将劳动

与勤洗手、勤打扫、讲卫生结合

起来。

我们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是因为决定人生航向的，不

仅有“德智体美”，还需把握好

“劳”这个“方向舵”。五育并举，

是孩子成长成才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认为，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

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倡

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劳动教

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

度的重要内容，是教育体系的重

要环节，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

了价值底色。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各地要

根据教育目标，针对不同学段、

类型学生特点，以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

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

劳动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劳

动教育包罗万象。对各类学生开

展劳动教育，需有针对性，在课程

设置上必须兼顾科学性和合理

性。《意见》设置的劳动教育任务

属于“梯度目标”，指向性和针对

性很强，也便于课程设置和实践

操作。比如，小学要注重围绕劳动

意识的启蒙，注重围绕卫生、劳动

习惯养成；初中要注重围绕增加

劳动知识、技能，加强家政学习，

开展社区服务；普通高中要注重

围绕丰富职业体验，开展服务性

劳动、参加生产劳动，使学生熟练

掌握一定劳动技能；中等职业学

校的重点则是结合专业人才培

养，增强学生职业荣誉感，提高职

业技能水平……

根据学生成长的每一个阶

段，有的放矢地设定“梯度目

标”，一则可以让各地教育部门

在设置劳动课程时有章可循，方

便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劳动教育；

二则能确保劳动教育的循序渐

进，让学生的劳动能力“螺旋式上

升”；三则符合学生身心发展实际

的“梯度目标”，更便于广大家长

配合学校开展劳动教育，让孩子

在劳动过程中品尝到收获感、存

在感，让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观

念植根孩子心间。

劳动教育就是一种生活教

育，学生在劳动中获得一些生活

体验，从劳动中获得生活乐趣，

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与方

式，既是今后人生的需要，也是

未来生存的需要，更是让其生命

更好地获得发展的需要。各地教

育部门、学校、家庭和社会若能

在《意见》的指导下，切实转变教

育观念，根据相关要求，结合自身

实际，完善劳动教育的“梯度目

标”，一定能使劳动教育更有实

效，真正让劳动教育成为学生成

长的强劲助力。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教育是

培养未来合格人才的重要一环，

强化学生的劳动观念也是教育

者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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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是为

新时期的劳动教育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广大乡村学校更

应发挥优势，以劳动教育助力未

来的农业人才培养。笔者曾在一

个毕业季询问多名毕业生，将来

选择在城市就业还是回到农村。

学生一致选择在城市生活，而不

愿留在农村。诚然，随着城镇化、

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

人口必将转移到城市，这是社会

发展的需要。但作为一个农业大

国，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

程中，需要更多有文化、懂技术、

有情怀的农业人才在广阔大地上

施展拳脚。

农村的未来离不开人才，农

业人才需要从小培养。笔者认为

农村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可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

讲好爱农课。学校要宣传优

秀农业劳动者的先进事迹，介绍

新农村的新变化。条件允许的话，

不妨邀请农村种粮专业户、特色

农业专业户走进校园，为学生讲

述他们的劳动体会和创业经历，

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农业生产的重

要性，使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劳

动，将农业生产视作光荣的事业。

组织参观活动。如今，随着农

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生活水

平的提升，就连一些土生土长的

农村学生都有些四体不勤、五谷

不分了，这恰恰说明了学生逐渐

与农业劳动脱离、对农村事物越

来越陌生、故土情怀越来越淡薄。

学校教育应补齐这项缺失，利用

收种时节组织学生参观劳动过

程，学习简单的农机知识，对农业

现代化加深了解，进一步感知科

技的力量，立志好好学习。

上好劳动实践课。学校要把

劳动教育渗透到学科教学中，如

科学课中有关植物的教学内容，

不妨带领学生到田间地头，学习

识别农作物，观察作物生长，了

解田间管理知识，使教学更接地

气。同时，更要组织学生参与田

间劳动，在实干中体会劳动的不

易，培养劳动光荣的观念，让爱

农思想渗透心田。

树立成才理想。帮助学生从

小树立远大理想是教育者的责

任，国家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

才，既需要高科技专家，也需要知

识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学校在教

育中，要坚持向学生宣传国家对

农村、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及

科学规划。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

生畅想家乡的未来，描绘新农村

的美丽蓝图，激发学生立志为建

设家乡而努力学习、将来为家乡

建设作出贡献的远大理想。

农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有文

化、懂技术、有情怀的新型劳动

者，农村学校的劳动教育应引起

我们的足够重视。

今年 3 月印发

的《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提

出，根据各学段特

点，在大中小学设

立劳动教育必修课

程，并将劳动素养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同时，从

思想认识、情感态

度、能力习惯三个

方面面向全体学生

提出了劳动教育目

标，突出强调了劳

动教育的思想性。

教育部负责人在解

读中，还提到要将

劳动教育与智育区

别开，防止用文化

课的学习取代劳动

教育。

说实话，现在学

生的文化学习任务

十分繁重，设立劳

动教育课，要求学

生亲身参与劳动实

践，确实会占据一

定 的 文 化 学 习 时

间，但长远来看，劳动教育带来的好

处却是多方面的。反之，忽视、弱化劳

动教育则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负面

影响。比如现在的不少孩子从小饭来

张口、衣来伸手，生活环境优越，但部

分家长只对孩子的文化学习和特长

培养提出要求，导致孩子的劳动技能

得不到锻炼，有的孩子考入大学甚至

走上工作岗位后，还不会洗衣、做饭。

媒体曾报道大学生将积攒的脏衣服

寄给父母洗的怪现象。在网络上，关

于年轻夫妻为谁做家务而闹到影响

家庭和谐的话题也十分常见。

笔者认为，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

程，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体验

生活，在劳动实践中接受教育、提升

技能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让学生

在亲身体验中懂得劳动的不易，引导

他们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有利于全社

会形成崇尚劳动的良好风尚。另一方

面，劳动教育可以培养独立生活能

力，学生通过劳动提升生活技能，将

来无论是离家读书、工作，还是成立

自己的小家后，都能更好地照顾自己

或家庭，为生活增添幸福感。同时，劳

动教育还可以增进亲子感情，在分担

家务的过程中，孩子与家人可以加深

交流，使孩子理解父母的不易，感受

到浓浓的亲情。给父母烧一餐饭、洗

一次衣服，带给父母的感动和慰藉也

会成为家庭生活的美好记忆。此外，

劳动实践还可以训练孩子的观察力、

理解力和应变能力，随着他们掌握劳

动技能、取得劳动成果，自信心也能

得到很好的激励和发展。

随着教育理念的进步，越来越多

人开始审视蜜罐式成长环境存在的

种种隐忧。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劳

动教育课程，从小培养学生的劳动意

识，让他们意识到劳动也是一种家庭

责任和社会责任，有利于培养具有奋

斗精神、担当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为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联合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提出把劳

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贯通各学

段，积极探索具有中

国特色的劳动教育

模式，促进学生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我们应该通过

劳动教育引导孩子

正确地认识劳动。劳

动是一个很宽泛的

概念，从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修理家具

等日常家务，到春耕

秋收、养蚕缫丝等农

事劳动，再到冶炼铸

造、修桥铺路等生产

建设，甚至创新发

明、艺术创作、教学

科研，无不渗透着人

类的辛勤劳动。劳动

创造了人类，创造了

价值，创造了美，劳

动和劳动者理应受

到重视与尊重。因

此，除了提升孩子的

生活技能之外，劳动

教育更要通过劳动

实践引导孩子理解劳动，懂得尊重劳

动就是尊重人本身。试问，如果一个

人不劳动，体会不到劳动的甘苦，又

何来理解、尊重与热爱呢？

同时，我们强调尊重劳动还应克

服片面性，既要重视复杂的具有创造

性的智力劳动，也要重视在平凡岗位

上的兢兢业业，为孩子树立劳动平

等、劳动光荣的观念。社会上，部分人

抱有急功近利的错误观念，一味地以

收入高低来看待劳动的价值，艳羡高

收入群体，轻视普通劳动者，不肯沉

下心来做好自己的工作，浪费了大好

时光。究其根源，这样的浮躁心态也

是对劳动缺乏理解、缺乏尊重的一种

表现。

在《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国家对劳动

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对于劳动教育

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考量也亮点颇多：比如

小学要引导学生感知劳动乐趣、体会

劳动光荣；初中要通过家政学习、社

区服务和适当的生产劳动，使学生初

步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品质和

职业意识；明确规定了职业院校除实

习、实训外，专门进行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的具体学

时；针对普通高中的劳动教育，则要

求培养学生的劳动自立意识和主动

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

笔者认为，各级各类学校还可以

结合实际，开发区域教材或校本教

材，让劳动教育更加因地制宜、因材

施教。

劳动教育的成果将影响孩子的一

生。让孩子更加深刻地理解劳动、尊

重劳动、热爱劳动，促进其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打好

人生基础。落实好劳动教育，是学校、

家长、社会的共同责任。

本报《话题》栏目近期将

就以下话题展开讨论，如果您

对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

稿件发至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 随着疫情防控趋势向

好，各地学校陆续有序复课，

校门重启的同时，师生的校园

生活也因为疫情而面临着诸

多改变与挑战：为确保安全复

课，学校都采取了哪些举措？

居家“云学习”的经历带给教

与学哪些思考？如何更好地围

绕疫情话题开展思想教育，助

力育人工作？老师、家长又该

如何帮助毕业班学生克服中

考、高考的巨大心理压力？我

们即将迎来的必定是一个不

平凡的新学期……欢迎来稿

与我们分享您的经历、见解和

感受！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

成年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

不吐不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

注点发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具

体情况安排专题策划。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

地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

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