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踩着松软的土路，迎着初升的春光，轻闻鲜
嫩的草香，聆听雀儿的欢唱，孩子们提着小桶、扛
着锄头、握着铲子走向田边……这幅“昼出耘田”
画卷的主角正是我校“耕耘社”的“小农夫”们，他
们的目的地是我们的校外劳动实践基地“青青南
菜园”。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自成立起，一直高度重
视劳动教育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以学生全面发展
为中心，结合地域文化、资源特征细化劳动任务
清单，优化劳动课程体系，重组劳动实践项目。
学而知之、知而行之、行而乐之，我们努力让学生
成长为新时代背景下会劳动、爱劳动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走近劳模，知劳动之魂

我们找寻社会资源，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开发
“走近劳动模范，传承劳动精神”劳动品质塑造专
题实践项目，寻访家乡劳模，品赏校内雕塑，走近
劳模老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家乡海安，孩子们
寻访到的有全国劳模、农田“杂草克星”——海安
田庄村农技员徐玉时老人，有全国粉末冶金行业
资深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巾帼创业排头
兵——海安鹰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申承秀，有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中储粮南通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科科长
蔡可华。

“我听了徐爷爷的事迹后，渐渐明白了劳模
就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到完美
的人！”“听了申奶奶的故事，我心潮澎湃。我要
学习她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精神，长
大后为国家作出贡献。”孩子们在参与寻访家乡
劳模活动后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真切感受到
劳模们对工作的无限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海安是建筑之乡，我校有很多孩子的父母都
在建筑行业工作，大部分时间泡在施工现场，陪
伴孩子的时间较少。为了让孩子们多了解家乡
的品牌，理解父母的工作，2018年，我校以“乡土
之爱、家国情怀”为主题打造“工匠铸魂”鲁班雕
塑景点，并开展“品赏校内雕塑”活动。孩子们通
过观赏鲁班像、了解鲁班奖，以雕塑为媒，和家长
聊工匠精神，既了解了父母的工作，又增进了亲
子间情感。

我校办学近10年，已有数学学科周正娟、科学
学科徐阳两位老师获得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孩
子们听周老师讲述备赛经历，感受数学之美；参观
徐老师备赛的实验室，体会成功背后的汗水。

劳模精神催人奋进，工匠精神代代相传，劳
动精神永不褪色。“走近劳动模范，传承劳动精
神”校本化劳动项目的开展，让劳动模范成为学
生崇敬的人生偶像，引导孩子们勤奋做事、勤勉
为人，争做校园小劳模。

亲近自然，行劳动之举

劳动教育不只是让学生强化思想上的认识，还要让学生掌握
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把学到的知识、习得的技能，内化为优
秀的品质，并传承下去。我们依据学生年龄特点，兼顾学校可利
用资源，开发《劳动评价手册》，开展劳动实践活动。我校成长的
10年，也是《劳动评价手册》迭代更新的 10年，内容从生活自我管
理的劳动，延伸到农业生产的小探索，再到校外基地的大规模
种植。

2013年，我校创办的第一年，当时只有一年级，学校策划开展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争当合格的小学生”主题实践活动，明确规
定学校劳动和家庭劳动的时间，并利用每周班会课，让学生交流
本周开展了哪些劳动，做得如何，以此激发孩子们的好胜心。“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由此在他们心中萌芽。

校园二期工程施工前，我校有闲置土地，这片土地就在师生
们的手下变成“开心农场”。大家移栽油菜，种植大豆、茄子、西红
柿……随着对劳动教育的思考不断深入，我们把《劳动评价手册》
中的“每周一评”升级为有固定劳动时间和项目要求的“每日一
评”。时光荏苒，孩子们在各项活动中都表现出肯吃苦、能坚持的
优秀品质。

我校逐渐由一个校区拓展为4个校区，其他3个校区校园占地
面积相对较大，我们就从边边角角划出少许土地供学生进行劳动
实践，本部校区则主要在校内开展无土栽培、菌类种植等项目。经
多方努力，我校于2021年租用驻地村委会近2000平方米土地建立

“青青南菜园”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劳动评价手册》再次提档升级，
从原来的生活劳动拓展到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包含详细的劳动
清单、具体的评价指标，成为学生小学6年的劳动行动手册。

课程生根，育知行合一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强调实践育人，倡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
学，主张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在劳动中磨炼意志，在真实
丰富的情境中学会学习、学会创造，由此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和良好的劳动品质。为此，我们开发“下农田、干农活”系列劳动
实践项目，要求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农村、回到老家，下农田、干农
活，参加真正的农业生产，经历出力流汗的过程，将书本上学到的
种植知识与技能运用到真实的劳动环境中。

金秋十月，稻谷收获的季节，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地
处里下河的白甸田间，束紧裤脚，踏进松软的稻田，捡拾稻穗，体
会农民的辛劳，感受收获之乐。村民的悉心讲述，让孩子们了解
了水稻的生长历程，包括选种、育苗、插秧、除草、洒药、收割、脱
粒、晾晒等诸多环节。半天的活动，孩子们虽汗流浃背，但干劲十
足，意犹未尽。有孩子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次实践中，我懂得了
要节约粮食、保护环境；还认识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

海安还是著名的“茧丝绸之乡”，不少家长都是养蚕的高手。
我校与雅周现代农业园合作，把孩子们带进桑田，采摘桑叶，和养
蚕工人一起处理蚕沙，和爷爷奶奶们一起摘茧。即便采桑叶时臂
膀被不知名小虫咬红，摘茧时手指被方格簇刮出了肉刺，孩子们
也强忍疼痛、默不吭声，坚持到任务完成。这种在劳动中流汗的
经历，很难被忘记，而一旦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可以伴其一生。

项目化、校本化的劳动实践活动，让课程落地生根，扎实生
长，逐渐形成以学校为圆心，以家庭生活为基础，辐射至社会生活
方方面面的一体化劳动课程样态。学生在多样的实践活动中体
验劳动滋味、习得劳动本领、创造劳动价值、品味劳动成果、掌握
劳动技能、感悟劳动真谛。

（许卫兵系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江苏省特
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首批培养对象；
许金杰系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教学科研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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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
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教育者，
我们要让实践回到儿童的发展中来，让实践
成为儿童的成长之道。自建校以来，南京理
工大学实验小学便秉持“绿色·和谐·实践”的
教育理念，坚持“新实践教育”，通过新空间、
新方式、新样态，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在探
索中成长。

在城市小学扎下劳动教育之根

当下，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缺乏对大自然
变化的生动感知，也缺少一些与泥土亲近的童
趣和经历。作为一所城市小学的教师，我们在
思考：如何能给孩子健康阳光的童年生活再添
一抹田园的色彩，让他们在自然实践中快乐
成长。

陶行知先生在 20世纪 20年代提出培养具
有“农夫身手、科学家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

“小农夫”，这种以实践为抓手的“做中学”，为
我们提供重要思路，这也对囿于书本的现代城
市儿童具有重要意义。我校有一个近万平方
米的实践园，生机盎然的田园中蕴含着无限的
课程资源，这给了孩子们一个自由呼吸的教育
环境。为此，我们赋予学校孩子“城市小农夫”
角色，让城市里的孩子在真实情境中劳作、探
索、思辨，增进对自然的了解，形成科学探究思
维，获得认知、思维、情感及价值观的滋养与
发展。

为更加直观清晰地了解孩子的劳动情况，
学校设计“城市小农夫”系列劳动手册，同时组
织孩子们撰写劳动日记、设计劳动文创产品
等，在一系列过程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及总结
性评价中彰显孩子显性和隐性的劳动收获，让
孩子在完整的劳动经历中不断实现收获的
进阶。

在课标引领下形成课程育人体系

我们的儿童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希望
通过劳动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儿童？《义务教育
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劳动教育需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注重挖掘劳动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等方面的育人价值。因此，我们希望学生在出
力流汗的劳作中增强体质，在劳动经历中树立
品德，在操作探究中习得真知，在自然创想中
陶冶情操，在科技劳作中孕育创新，使其成为
智慧的实践者、坚毅的探索者和面向未来的创
造者。

我校以“陪伴儿童走向大地”为核心理念，
设计了“城市小农夫田园课程”，以“四大板块”
为主体，以“特色活动”和“学科融合”为两翼，以

“五大学习样态”为生发，联系、贯通课程结
构的内在哲学。我们用丰富的课程及活
动作为支撑，让学生在实践中丰富劳动
经历，培养劳动素养。

我们在校内自然实践园中建设
四大劳动场域——自然实验室、
快乐种植园、数字小农场、生命
体验馆，让学生在这片自然沃
土上充分劳作。同时，我校
充分利用周边资源，建设校
外实践基地，如高校学院
基地——南京理工大学基
地、南京农业大学基地、江苏
省农科院基地；劳动基地——
泉水农庄；文化基地——中山陵
茶厂等。通过校内外劳动场域的
有机连接，我们为学生搭建了丰富
立体的劳动平台。

在课程建设中实现“以劳育人”

陶行知先生说：“处处能实践，生活即
教育。”在他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我们强调要
给予学生充分的实践机会，让他们体验劳动
的乐趣，在劳动中提高实践能力，切实做到

“知行合一”。我校开设“小小农夫体验班”
“跟着朱爷爷养花种草”“童韵实践园”等一系
列体验性劳动课程，旨在弘扬厉行节约、勤劳
朴实和勇于探究的劳动思想和文化品格，让
学生经历种植过程，体验农耕乐趣，丰富劳动
经历。田园文化在我国已经绵延上千年，年
复一年的春种夏耕、秋收冬藏，不仅孕育出中
华民族坚韧而质朴的品质，更创造出辉煌的
华夏文明。

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们用贴近
大自然的方式，启迪学生表达内心世界，丰富
劳动内涵。我校开设“田间劳作唱童谣”“户外
美术课堂”“实践园劳作剪影”等一系列审美性
劳动课程，让学生在自然创想中积累劳作经
验，产生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愉悦，更深刻地激
发学生的艺术创作灵感，真正实现以劳增智、
以劳育美。

创新是社会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我校
鼓励学生在传统劳动中迭代更新，实现新时
代背景下的智慧劳动。在鼓励学生形成创新
劳动意识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引导他们勇于
探究，提高解决复杂情境问题的能力。我校
开设“田园里的 STEAM项目”“田园一号卫星
研制”等一系列智慧性劳动课程，让学生借助
信息平台和数字化管理，以新型智慧劳动取
代部分传统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更大社
会价值。

在多元共进中涵养育人价值

课程实施以来，我校学生的劳动素养得到
很大发展，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学校
的办学特色也逐步从“实践教育”走向“新实践
教育”，扎根田园大地，延向宇宙星空，以实践能
力积蓄成长力量。

近年来，我校学生在各方面表现突出，多名
学生荣获“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称号，他们
自主设计的“菜园自动化灌溉系统”还获得了爱
心科技企业提供的科研经费。同时，学生参与
设计的“田园一号”微纳卫星也于 2021年 10月
成功发射。教师逐渐由“经验型”走向“科研
型”。学校在课程实施中逐步组建一批项目团
队，团队教师的科研能力不断得到提升。多位
教师撰写的文章获奖，并在《中国教育报》《人民
教育》等报刊发表，相关成果获省教育科研成果
奖等重要奖项。

经过这样“静悄悄的变革”，我校正慢慢走
进区域劳动教育工作层面第一梯队，成为“南京
市特色文化示范学校”，并加盟“中国长三角新
劳动教育 20校联盟”，前来参观学习的全国各
地教育同行们好评如潮。

未来，我校将继续探索，不断革新，以更丰
富的育人方式助力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为构
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育人样态再增动能。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校长，全国
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
教育校长，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提高劳动技能，弘扬劳动精神，形成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机制。本期“影响力学校”专版邀请 3所共同体成员校分享其在劳动教育方面的经验做法，看它们如何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目标体系，重树劳动教育理念，以劳动教育
推动人才的全面培养，让劳动精神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让劳动教育在实践中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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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城市小农夫”，让劳动教育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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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劳动教育被赋予新的内涵；新时
代，美好蓝图要靠双手去创造。常州市新北区
三井实验小学创建于 1933年，至今已有 90年的
历史。历代井小人脚踏实地、辛勤耕耘、开拓创
新，形成以“求原教育”为核心理念的校园文化。
我校把劳动教育视作从落实立德树人“根基”架
起教育强国“柱梁”的战略安排，让学生在学习
与劳动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
动习惯和劳动精神。

整体构建“纵横+”的劳动教育体系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经过精心设计的
劳动活动才富有教育意义。”我校充分发挥劳动
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开展
符合学生年龄阶段的、个性化需求的多样化劳
动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对劳动权利和义务的认
知，强化学生的劳动意识。

学校从“纵横+”纬度，通过科学的劳动课程
设置，形成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
的劳动教育体系。纵向是指根据不同学段学生
的劳动素养，分阶段、分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劳
动教育，针对不同学段类型学生的特点，确定劳
动教育的目标和重点内容。横向是家校社相互
融合的课程体系，学校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家
庭、社会紧密合作，构建家校社一体化劳动
环境。

新劳动教育要求我们实现四个育人理念，
即综合育人、融合育人、一体育人、全息育人。
我校从生存生活所需出发，将劳动教育融入学
生学习、生活成长的方方面面，努力实现全时
空、全人员、全领域、全素养的融合。

三维架构精彩纷呈的劳动课程群

根据劳动育人的目标，我校架构了本源性、
开源性、创源性三维课程群。本源性劳动课程
主要为日常生活劳动教育，开源性劳动课程主
要为生产性劳动教育，创源性劳动课程主要为
服务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教育。课程群三位一

体，指向学校新劳动教育的目标。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校以“日常教学+

项目推进+节点实施”为课程实施形式，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在课标中每周安排一次劳动
课，在年级主题劳动课程的推进中主要以项
目式推进为主体，结合班队、综合等类型的课
程同步开展。学校还为学生创设各类劳动实
践岗位，绘制劳动实践岗位图谱，引导学生制
订劳动实践公约，逐步形成“人人有岗位、个
个爱劳动”的校园劳动教育生态。我们尝试
开辟专门区域种植花草树木或农作物，探索
开展无土栽培，让班级、学生认领绿植或“责
任田”。

多维开展涵育品格的劳动项目链

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这样说道：
“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多姿多彩的生
活。”在“求原教育”的引领下，我们以劳动项目
链的方式推进学生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
服务劳动，并利用劳动日、劳动周、劳动月等形
式对劳动项目进行集中学习和展示，力求最大
限度反映劳动项目实施的成果和学生劳动身心
方面的变化，注重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
惯、劳动精神的有机融合。

每年的 5月 1日，我校横向铺开 6个年级的
特色劳动主题课程，从“一本书、一项技能、一部
电影、一项亲子劳动、一个人”五个方面，设计了
纵横交错、逻辑上升的“五一劳动节五项行动指
南”。学校把握劳动教育的“魂”，把劳动日常
化、公益化、常态化，让劳动教育走向深入。

为更好地培养新时代少年的劳动素养和
责任担当，我校以新劳动教育理念为引领，以
红领巾求原创客公司为载体，结合我校学生身
心发展特点和社会参与程度，创建适合学生发
展的劳动服务岗。劳动服务岗相较于之前的
自主管理组织，定位更有准确性，目标更有导
向性，活动更有针对性，从学生的成长来看更
有实效性。

家庭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阵地，其重要性

显而易见。我校结合学生实际，设计了不同
学段的劳动清单，让学生完成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作业，如洗碗、洗衣、扫地等，培养学生
的生活自理能力，增强学生参与家务劳动的
意识。

创新实施劳动教育综合评价体系

评价不仅是工具，也是一种对话，是学生与
自己、与他人就劳动实践的质量展开对话的过
程。评价在劳动教育体系建构中具有风向标和
压舱石的作用。我校坚持以劳动素养为取向的
发展性评价，改进劳动教育结果评价，强化劳动
教育过程评价，努力健全劳动教育综合评价
体系。

我们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常州市“享去·常
州”劳动教育App上推荐的活动，结合“扫码预
约”“实地签到”“实践留痕”“实践争章”等方面
进行线下实践和线上共享，实现学校、基地、家
庭多方对接，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多主体评价
方式。

我校对劳动课程的评价主要以表现性评
价为主，采用劳动任务单、劳动档案、劳动清单
等工具。课程评价紧扣实施内容和要求，力图
准确客观反映学生真实情境下的劳动表现。
不同类型的劳动评价重点不同，日常劳动侧重
于习惯的评价，生产劳动侧重于技能和观念的
评价，服务劳动侧重于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的
评价。

我们完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将劳动素
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通过劳动过程
记录单、劳动日志、劳动档案袋、劳动任务单等
方式进行形成性评价，充分发挥劳动教育评价
的育人导向功能。

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三井实验小学的校
园里随处可见学生幸福的样子。他们在劳动中
舒展身心，以最美的姿态迈向幸福的人生境界。

（徐燕娟系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校
长，正高级教师；解丽系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
小学课程处主任，综合学科带头人）

在劳动中在劳动中““求原求原”” 营造幸福的校园营造幸福的校园
■■徐燕娟 解丽

图为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图为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的孩子们在的孩子们在““城市小农夫城市小农夫””田园体田园体
验课程中动手实践验课程中动手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