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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育：
为孩子打开美的世界

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乡
村美育成果日渐显现，丰满了莘
莘学子梦想的羽翼，拓宽了小小
少年生命的维度。为进一步补齐
短板，把乡村美育持续深入做
好，社会各界与教育界人士一起
贡献着智慧和力量。（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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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为劳动课提供新思路

我国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由来已
久，在“70后”的记忆里，劳动课大多是

“力气活儿”，手搬、肩挑、拖拽一样不
少。“80后”“90后”的劳动课更多是在
课堂上学习手艺，如制作衣架、扫帚、
风筝、毽子……或者打扫操场、捡垃
圾。如今，在“双减”背景下，劳动教育
应该如何开展？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看来，“双减”和劳动教育的关键都在
于解决教育评价的问题。只有改革教
育评价体系，劳动教育才能真正得到
重视。

这一点也得到了广大教师的支

持。问及上好劳动课的最大阻碍，山东
省青州市高柳镇高冯小学支教教师陈
孝花表示，因为不考试，一些学校可能
不把它当成一门重要的课程来对待，
容易流于形式。而且，有不少家长更看
重成绩，不把劳动当作一回事，不认为
这是一门课程，而是在浪费时间。所
以，一些家长会反对、不赞成，不积极、
不主动。

“双减”背景下的劳动教育不能只
依赖劳动课，而应该有多元路径，“五
育并举”的思路应该贯彻始终。东北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道德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林丹认为，劳动教育不能只
依赖劳动课，其他学科的教师依然有
进行劳动教育的职能。所以，“双减”背
景下的劳动教育一定有多元实施路

径，有专门的劳动课的路径，也有其他
学科劳动教育的路径。

城乡劳动课应因地制宜

笔者调查发现，有部分网友质疑，
农村学生从小就接触种类多样的劳
动，专门开设劳动课是否有必要？

对此，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
术学院教授钟柏昌认为，相比城市学
生，农村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劳动
活动，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往
往要做更多的家务或户外劳动。然而，
随着大部分农村家庭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年轻家长对子女文化课学习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升，孩子参加劳动的机
会正在逐渐减少。

熊丙奇认为，劳动课最重要的价
值有三方面：一是培养学生学会自主
生活的技能；二是培养学生形成尊重
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观；三是培养学生兴趣，进行职业启
蒙。劳动课更重要的意义不是简单地
教授劳动技能，而是对学生思想观念

层面的影响，这必须由学校系统的教
育来完成。

不可否认，城乡生活场景有很多
差异性，也正因如此，在开设劳动课的
时候，可以在国家课程标准的指导下，
因地制宜，使劳动课变得更丰富多样。

陈孝花告诉笔者，目前开展得如
火如荼的“美丽乡村”行动是很好的契
机。她打算鼓励学生发挥创意、亲自动
手，把自己生活的村庄打扮得漂亮整
洁。这不仅能让劳动教育更接地气，也
能为乡村振兴出力。

上好劳动课需完善配套措施

谈起上劳动课，不少教师提到“本
领恐慌”问题。吉林省吉林市第一实验
小学教师关海英表示，一些劳动课教
师缺少实践经验，上课时就会缺少说
服力。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教师李建也有
同样的担心，他建议教育部门为教师
提供理论学习、技能培训和实践体验，
提升教师的劳动素养，尤其是要加强

教师对劳动课程标准、教材、地域特色
的研究和学习，不断提升劳动课程的
设计与实施能力。

此外，上好劳动课，完善的教育平
台必不可少。陈孝花认为，如果学校没
有劳动基地，可能会只重视劳动知识
的传授而忽略劳动技能、习惯、精神的
培养。

对此，熊丙奇建议，学校需要建立
劳动教育实验室、劳动教育基地，组织
专业教师进行授课。“很多劳动课成了
家长打卡、拍视频活动，这是一种简单
粗暴的劳动教育方式，只有做好劳动
教育平台建设，才能更好地避免这种
情况出现。”

如何建设劳动教育平台？重庆科
学城金凤区实验学校校长李禹辰介
绍，该校依托金凤区党建项目，联合重
庆农科院专家建设校园劳动教育基
地。每个班级都认领了属于自己的“班
级领地”，按照时节种植不同种类的蔬
菜。“学生在菜地里当起了小主人，感
受着种植的快乐与艰辛。”

（《中国教育报》张赟芳）

劳动课在一些学校不受重视，甚至流于形式——

劳动教育如何教好学好

5 月 15 日，2022 年全民营
养周暨5·20学生营养日活动启
动仪式在浙江省疾控中心举行。

每年五月的第三周都是全
民营养周，今年已是第8届，恰
逢 5月 20日是第 33届“5·20”
中国学生营养日。本届全民营养
周主题是“会烹会选 会看标
签”，宣传口号为“健康中国 营
养先行”“膳食新指南 健康常相
伴”；学生营养日传播主题为“知
营养 会运动 防肥胖 促健康”。

现场，浙江省疾控中心主任
王桢发布浙江省中小学生超重、
肥胖、贫血现状数据。

浙江省持续16年开展学生
健康状况监测，2021年监测数
据显示：

小学生超重率 14.11%（男
生16.12%、女生11.84%）、肥胖
率 14.16%（男生 17.32%、女生
10.60%）、贫血率12.20%（男生
12.03%、女生12.40%）。

初中生超重率 15.68%（男
生18.48%、女生12.56%）、肥胖
率 11.13%（男生 13.58%、女生
8.40%）、贫血率 14.31%（男生

10.20%、女生18.94%）。
高中生超重率 15.30%（男生

18.16%、女生 12.32%）、肥胖率
8.41%（ 男 生 11.38% 、女 生
5.32%）。（《钱江晚报》刘栋 包一
圣蒋慎敏）

肥胖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显著，它不
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
统、呼吸系统和肝脏、运动骨骼、心理行为，更
可能进一步影响其认知发展。

如果不考虑遗传因素的影响，膳食餐饮是
导致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主要因素，我们要从
膳食的视角反思中小学生超重的原因。

第一，不科学的健康观。在家庭小型化、生
育率低的当下，多数家庭携老扶幼，一些家庭
错误地认为胖是健康，瘦是不健康。尤其是孩
子的祖辈，不仅不预防肥胖的发生，反而想尽
办法让孩子胖起来。

第二，家庭喂养不当。在物质相对充裕的今
天，“有一种饿是妈妈觉得我饿”，更令人担忧的
是“姥姥或是奶奶还觉得我饿”。家长以自己的
感觉判断孩子的饥饱，导致幼儿食物摄入过量，
加之食物的高营养价值，幼儿难以消化，不仅可
能损害孩子的肠胃，也可能埋下肥胖的种子。

第三，荤素失衡，日常饮食搭配不科学。饮
食中荤是指动物性食物，其内含蛋白质、脂肪、
脂溶性维生素、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
素是指植物性食物，其内含有人体易吸收的维
生素、钙、铁等元素。荤素都是人体发展所需，荤
多素少不仅会造成人体所需必要营养元素缺

乏，还会导致脂肪堆积。很多孩
子“由着性子、凭着偏好”的偏
食、挑食不良饮食习惯是后天
肥胖的一个主因，比如过多依

赖快餐、零食往往会导致摄入过量的盐、油。
第四，缺乏运动。运动是促进消化、消耗脂

肪的有效方式，缺少运动会造成体内的脂质沉
积。一些学校过度考虑安全，往往会导致学生
的运动时间被大大压缩；家长过度关注孩子的
学习成绩，也往往会导致学生久坐，没有运动
的时间。

合理科学的营养膳食是个体身心健康发
育的保障，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是影响中小学
生一生发展的基础。

家庭是青少年儿童成长的第一场所。家长
的健康观念、饮食习惯是孩子饮食健康的首要
影响因素。首先，家长要持有健康饮食观念，正
确认识肥胖与健康的关系，根据孩子的年龄、
身体发展特点为孩子提供饮食，引导孩子形成
健康饮食习惯。从幼儿开始培养清淡饮食习
惯，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从儿童少年时期控
糖限酒。其次，合理搭配家庭膳食，坚持健康烹
饪方法。坚持荤素搭配、粗细搭配、主副搭配。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五谷杂粮是中国人饭桌上最常见的主食，肉、
菜、水果皆为补充。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等
高蛋白食品，保证膳食中所含营养素种类齐
全、数量充足，保持营养素之间的数量平衡。在
食物加工中，多蒸煮、少煎炸，蒸煮既能保留食
物中最多的营养又避免了摄入油量过多。再其
次，坚持运动、规律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明确提出了吃动平衡准则，其中提出：

食不过量，保持能量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坚持
日常身体活动，减少久坐时间，加强抗阻运动。
一定强度的户外运动不仅能让青少年保持合
理体重，而且可以保护视力缓解压力。家庭中
要坚持规律的饮食，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减少
零食饮料对孩子的饮食习惯的负面影响，尤其
提防不规律生活方式，提防日常应酬、饭店就
餐对孩子饮食习惯的冲击。

学校是保证儿童少年健康饮食、健康锻炼
的重要场所。各级各类学校要坚持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特点，结合地域
饮食文化，科学营养配餐，提高供餐质量。首先
要强化学生营养膳食管理，在明厨亮灶基础
上，提高学生营养配餐的科学性，合理分配饮
食中蛋白质、脂肪、糖分和微量营养素的比例，
保证膳食营养平衡。坚持餐品中少油、少盐、低
糖的标准，多提供脂肪含量少营养价值高的肉
类，减少高脂肪肉类的摄入。其次，加强对学生
的健康饮食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内外营养
膳食方面的健康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认识合理
膳食对身心发展和未来生活的重要意义。同
时，还要教给学生必要的食源性疾病常识，教
会学生阅读食品标签。再其次，学校要合理安
排体育课程和课外活动，规定好学生的运动时
间与运动量，以适量适度的运动促进人体内糖
分和脂肪的代谢，将中小学生的BMI值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让体质健康成为每一名中小学生
学业成长、人生幸福的基石。

从膳食改善入手降低学生肥胖率
杨玉春

2021年8月，教
育部办公厅印发《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材
料管理办法（试行）》
后，各地认真贯彻落
实，建立培训材料审
核把关制度，提升工
作规范性。为进一步
了解校外培训材料
状况，指导各地守好
校外培训材料育人
关口，近期教育部组
织对部分省份中小
学生校外培训材料
（文科类）进 行 抽
查，重点聚焦内容
的思想性、科学性
和适宜性。

抽查发现部分
材料中仍有不同程
度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一是
对一些重要问题和
史事的表述有误；二
是未按照中央新精
神新要求及时更新
有关内容表述；三是
学习内容超标超前、
应试倾向较明显；四是选材不当或有
科学性错误。另外，还发现培训材料印
制不规范、字号过小等问题，不利于中
小学生视力健康。

下一步，教育部将向各省通报材
料抽查情况及问题，压实各地责任，该
修改的修改，该停用的停用，该问责的
问责。继续推进其他各类材料抽查工
作，注重举一反三，加强对各地培训材
料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督促，建立健全
审核制度，推动材料监管工作更加科
学、规范，确保培训材料的育人导向和
质量水平。 （据教育部官网）

近日，四川省乐至县城西小学校举行了“学生生活技能大赛”，此次比赛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层次、分年级、分项目进行。一、二年级开展穿衣服、
系鞋带项目；三、四年级开展整理书包、系红领巾、敬队礼项目；五年级开展
洗切水果、蔬菜等项目。孩子们在亲历亲为中体验了劳动的乐趣。图为学生
参加比赛的场景。 龚大烈 摄

近期，从2022年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一门独立课程的消

息颇受关注。笔者走访了解到，当下，由于不考试，一些学校并不把劳动教育当

成一门重要的课程来对待。同时，一些家长更看重成绩，而不把劳动当作一回

事。那么，劳动课的价值在哪里？如何开展更有成效的劳动教育？

关爱未成年人
石景山在行动

近年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以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抓手，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始终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着力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全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健康发展、亮点突
出、成效显著。 （第2版）

节气教育
在土地上，在生活里

2016年，我国申报的“二十四
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
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
其实践”申遗成功，正式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巧妙使用了倒数二十四节
气，编排得别具匠心，这个环节让
全世界一下就注意到中国有二十
四节气这样辉煌的时间文化。如
何让这一传统文化融入生活日
常？校园里的节气教育应怎样更
好地开展？ （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