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3年11月29日 星期三

学影响力 校
责任编辑：孙陆培 林飞 见习编辑:汪舒蕾E-mail:jybfktg@163.com

劳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
是衡量学校教育工作的一把标尺，也是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的关键路径。徐州市新城实验学校（以
下简称新城学校）秉承“相信和唤醒每一位学生
的生命潜能”的办学理念，以劳动教育为主线，通
过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实
施路径，串联起学生的成长之旅，推动学校高质
量发展。

2020年，新城学校的《五育融合：小学劳动教
育创新实践课程基地建设》研究项目成功入选江
苏省中小学课程基地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学
校以此为契机，站在学生生命成长的底层逻辑思
维点上，确立“劳以成事，育以成人”的劳动教育
理念，在劳动教育的道路上求新求变，步履不停，
闯出了一片特色化办学的广阔天地。

坚持课程育人，树劳动教育理念

课程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是连接教
师与学生的一座桥梁。基于课程理念，新城学校以
围墙内外相通、工农相宜、传统现代相融的视野，整
合各类课程资源，突破传统劳动教育的壁垒，将劳
动教育与各学科有机融合，打造出“一核两类四位
一体”的劳动教育校本课程体系，力求将劳动教育
渗透到课堂中，于潜移默化中发挥育人功能。

新城学校语文学科基于劳动教育，将选文进
行分析、归类，把 1-6年级 12册教材按“了解劳动
常识、树立劳动观念、培养劳动能力、养成劳动习
惯、培育劳动品质、弘扬劳动精神”六大主题进行
大单元整合教学，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劳动的价值
和意义；数学、科学、体育与健康等学科注重培养
学生劳动的科学态度、规范意识、效率观念和创
新精神，开展“生活中的数学”、数学学具制作、科
学应用等主题项目学习；艺术学科渗透劳动审
美，引导学生感受劳动之美，让学生明白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的深刻哲理。

坚持项目育人，让劳动教育落地

新城学校以劳动项目为载体，以劳动任务群
为基本单元，创建校本清单，设置“生活日志、生
产日志、走访日志和校园节日”四个单元，让劳动
教育有迹可循，让劳动教育理念真正落地。

劳动与生活息息相关，学校将劳动教育与日
常生活相结合，打造“生活日志”。日志主要针对
低年级学生，包含“收纳小能手、校园小主人、家
庭小管家、生活小达人”四个主题，引导学生从生
活中的小事做起，培养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生产日志”涵盖“农业+、工业+、文创+”等内
容，主要引导学生开展初步的职业体验，一方面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不同职业的特点，激发
职业兴趣，为未来的职业选择提供参考；另一方
面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提高职业技能，为
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走访日志”则带领学生走酱菜厂、农业园、
消防队和社区参加公益活动，关注社会现实，根
植爱国情怀。在亲身实践中，引导学生学会与他
人合作，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形成劳动光荣、
创造伟大的价值取向。

此外，新城学校充分利用校内的综合学习空
间，开设生活技能、农事体验、工具拆装、创意建
造等主题项目，引导学生将学科知识运用到劳动
实践中，让劳动与学科学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坚持情境育人，为劳动教育赋能

新城学校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让劳动教育在
广阔的天地里无限延伸，不断拓宽学生的视野，
丰富学生对劳动的理解。每年 9月开耕节、10月
犁人节、4月颂麦节、6月庆丰节，我们带领学生
走进田间地头，开镰庆丰收，在亲身实践中感受
岁物丰成的喜悦，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提升劳动
能力，激发劳动热情，体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的道理。

为了营造良好的劳动教育氛围，激发学生对
劳动的兴趣，新城学校基于劳动课程育人的需
要，打造出与之配套的劳动教育特色场域。

少年农学院是“农业+”劳动教育实施平台，
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较量”场。农学院前
院为传统农业种植区域，后院则是现代农业种植
基地。在这里，学生们既能感受到躬耕陇亩的田
园乐趣，又能了解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

拆装室是实施“工业+”劳动教育的创新实践
车间，有数学体验学具制造室和小家电拆装探究
室。场馆全天、全方位开放。这里鼓励创造，让

学生们手脑并用，尽情发挥奇思妙想，在自由探
索中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充分感受劳动带
来的乐趣与惊喜。

“五育空间”是“文创+”综合学习场馆，也是
新城学校劳动教育场域的主体部分。馆内按功
能划分为德、智、体、美、劳区域，让学生们通过多
种形式的劳动实践活动，感受劳动的价值和意
义，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学校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场域，让劳动从抽
象的概念变为真切的体验，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
感受劳动的艰辛与喜悦，在亲身实践和自主探索
中提升综合素养，为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评价育人，打通“最后一公里”

劳则思，思则善心生。劳动不只是简单的体
力付出，在劳动教育的天地里，劳动连接着成长
的方方面面，有辛勤的汗水，有无尽的探索，有深
邃的思考，有对真善美的渴求……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实施劳动教育的必
要保障。新城学校借助徐州市智慧教育云平台，
搭建出劳动评价网上银行和劳动成长存折虚拟
空间。学生一人一账号，互联互通，通过参与各
种任务获取积分，积分可兑换“麦宝劳动币”，劳
动币可在学校内流通，按数量兑换学习用品。

随着劳动教育的持续开展，新城学校办学质
量显著提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22年，学校
的《五育融合：小学劳动教育创新实践课程基地
建设》项目入选教育部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校
本课程建设研究优秀项目，学校被徐州市教育局
评为 2022年徐州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学校创
新实践课程基地成为徐州市小学段唯一的劳动
教育项目建设基地。

新城学校让劳动教育在校园落地生根，成为
学生成长的亮丽底色，让每一位学子都拥有淳朴
的劳动本色、适应社会的能力、创造未来的自信，

“做天地间一株麦子”，成为精神饱满、自强担当、
手脑相长、全面发展的“新实少年”。未来，学校
将努力打造全市最优、辐射全区的劳动教育特色
品牌，用劳动书写莘莘学子的美好明天，照亮教
育事业的广阔未来。

（作者系徐州市新城实验学校校长）

2023年 10月 1日，《常州市劳动教育促
进条例》正式实施。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
育方针，响应常州市关于开展劳动教育的
具体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劳
动精神，溧阳市南渡中心小学（以下简称南
渡小学）立足学校实际，积极探索，构建具
有校本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形态，因地制
宜、因特制宜、因课制宜、因人制宜，不断提
升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精神、劳动能力，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
新人。

因地制宜，
拓展校内劳动教育领域

《常州市劳动教育促进条例》规定，新
建、改建、扩建学校必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
学校建设标准，按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配置劳动教育设施设备。学校应充分利
用劳技室、实验室、实训室等场地设施，拓
展劳动教育教学场所。

南渡小学于 2018年完成高品质搬迁 ,
新校区引入了先进的消防体验馆、木工坊、
比特实验室等，这些场地和设施为学生提
供了多元化的学习体验。在“乐渡教育”办
学理念下，学校在空旷场地上兴建了“乐渡
农场”“乐渡果园”“乐渡养殖场”。在完成
基础建设后，学校采用班级责任制组织学
生开展劳动教育。

在“乐渡农场”中，学生通过亲身体验
翻土、筑埂、播种、施肥等工作，了解种植的
全过程，收获一茬又一茬蔬菜；“乐渡果园”
中，学生亲手种植、修剪果树，从果树的成
长到结果，学生们品尝到蓝莓、枇杷、桔子
的香甜，体验到劳动带来的成就感；“乐渡
养殖场”中，学生负责喂养白鹅、鸭子、母鸡
等动物，亲身体验劳动的艰辛，也收获劳动
的喜悦。这一校园特色劳动教育项目为学
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让他们深切感
受到劳动的辛劳与收获。

因特制宜，
联合校外劳动教育基地

《常州市劳动教育促进条例》规定，学
校应结合本地资源、学校特色、办学条件、
课程建设计划和不同学段特点，按国家课
程方案和标准建立综合性、实践性劳动教
育课程体系。鼓励学校与校外劳动教育场
所共同研发劳动课程。基于此，南渡小学
积极联合校外劳动教育基地，共同推进劳
动教育。

溧阳，千年古邑，这里拥有被誉为“江
南明珠”的天目湖。每学期，南渡小学组织
四至六年级学生前往天目湖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体验古代入学仪式，制作状元灯和线装书，深入了解中
国科举文化。在茶文化园，学生亲手采茶、制茶、品茶，感受
劳动的辛劳和快乐，体验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基地里的
南山竹海景区提供爬山、竹工艺品制作等劳动体验项目，能
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熊猫馆里，学生可以近距
离观察“国宝”，并亲手制作它们的食物“熊猫馍馍”。

素有“苏南第一方”之称的南渡庆丰村有着千亩良田基
地，南渡小学与之合作，成立学校特色校外劳动实践基地。
学生参与水稻的播种、插秧、割稻等活动，了解从稻谷到稻米
的生产全过程。生活化的元素融入劳动活动，每个时期都有
学生前往基地参观学习、动手操作。这种形式不但提高了学
生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培养了劳动意识，提升了劳动素养，更
使学生深刻地理解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因课制宜，探索劳动教育融合路径

加强劳动教育不仅需要专设的劳动教育必修课程，还应
以学科教学为依托，拓展劳动教育途径。各学科要从自身特
点出发，有机渗透和融入劳动教育内容。

结合校外庆丰水稻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南渡小学开发
“二十四节气”特色校本课程，融入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每
个节气的特点和种植特色。如从芒种到立冬的 11个节气课
程，让学生在深度参与的过程中体验水稻的种植过程，得到
更丰富的劳动收获。

此外，南渡小学在学科教学中进一步渗透劳动教育。
语文课中，让学生扮演“粉刷匠”，体验粉刷匠的劳动场景，
更好地理解课文；体育课中，通过改造废旧轮胎、设计“农
忙”情境，锻炼学生的身体，将热闹的劳动场景融入课堂；美
术课中，让学生通过画笔和想象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场
景，培养美感和弘扬劳动精神；音乐课中，让学生高唱劳动
歌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最美
丽的道理。

因人制宜，开展巧匠劳动教育课程

随着新时期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行，劳动教育日
益受到关注。每周不少于一节的劳动课已成为南渡小学课
程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对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学校充分挖掘教师们的“特长”，以更好地开展劳动教
育。通过观察、自荐、推荐等方式，学校确定一批拥有劳动
方面“特长”的教师，并为其设置相应的社团课程，例如手工
编织、3D打印、软笔书法等，使学生能够掌握一定的劳动
技能。

除了内部挖掘，南渡小学还通过家校联合的形式邀请有
特长的家长承担教学任务。如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教学生包
粽子、包饺子、做月饼、搓汤圆等，将劳动教育延伸到家庭。
此外，学校还组织开展劳动榜样人物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
理解劳动是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

南渡小学将继续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开展多样化
的劳动实践教育，将劳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让学生在参
与劳动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劳动乐趣，获得更多劳动感悟，形
成正确的劳动观。

（吴月婷系溧阳市南渡镇小学教育集团党建办公室主
任，溧阳市南渡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溧阳市骨干教师；任祥
春系溧阳市南渡镇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溧阳市南渡中心
小学校长，正高级教师，江苏省首批教育家型校长创新培育
计划培养对象，常州市中小学特级校长，常州市“龙城十佳
校长”）

劳动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随着新时期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学校和社会的重视。但如何因校制宜开展劳动教育，开辟劳动教育
的有效实施路径，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本期“影响力学校”专版邀请 3所共同体成员校，讲述立足自身实际，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探索具有学校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的经验做法，为劳
动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编
者
按

劳以成事 育以成人劳以成事 育以成人
■陶勇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以下简称枫桥小学）
秉持着“为生命奠基，让精彩绽放”的办学理念，
坚持“五育并举”，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雅集+”
品格提升工程，依托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的协同育人机制，以学生生活和社会发展为目
标，以“成长中的我”为原点，不断拓展劳动教育
的内涵和外延，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
以劳育美，探寻高质量的劳动教育实施路径，在
培育劳动素养中回归教育本质。

打造“能量补给站”，为素养进阶续航

构建“全图景”劳动育人体系。枫桥小学全面
贯彻《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文件精神，开齐开足劳动技术课，巧妙地将
学科教学与劳动教育有机整合，潜移默化渗透劳
动价值观，不断突破融合课程的关键点，打造“五
育并举”的课程新样态。学校将劳动教育有机融
入校本研究、社会实践和家庭培养各环节，制定

“启蒙劳动知识”“发展劳动技能”“历练成长担当”
阶梯型年段劳动教育目标，形成螺旋上升、多维辐
射的劳动教育体系，并依托生活、服务、创造等主
要情境，撷取学生成长过程中关键点，全方位开展
劳动教育。同时，立足学校，引领家庭，带动社区，
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主动参与劳动实践
活动，形成校内外联动育人机制新样态。

打造“抛锚式”教师培养机制。枫桥小学聚焦
学校实际，针对当下劳动教育缺乏专任教师的瓶
颈，系统规划培训课程，通过“线上自研”与“集中
培训”两大途径，采用参与式、体验式、沉浸式研修
方式，多向发力建立专兼职互补的劳动教育师资
队伍。学校聘请劳动教育学者、行业精英、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组成专家核心组，设立“劳模工
作坊”“课程实践组”“校本教研组”等技能指导团，
针对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具体而真实的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以“问题—思考—改善—行动”为策略，
探讨劳动实践的指导方法，优化劳动教育的实施
能力，持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创建“主题训练营”，为品格锻造着色

制订劳动能手养成计划。枫桥小学编写并
出台《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劳动教育成长指南》，
以时间为轴，以劳动素养为目标，周周有重点，月
月有特色。“玩转我的小鞋带”“整理书包妙招多”

“垃圾分类有讲究”“厨神挑战者联盟”等每周一
主题的“必选菜单”，以及“种子研究所”“数说农
耕文化”“图解劳模事迹”等每月一特色的“点读
菜单”，让劳动教育与时代需求相呼应，与社会实
践相交融，与校本探索相匹配，发展学生的劳动
技能，健全学生的劳动品格。

跟着“二十四节气”学劳作。“二十四节气”体
现了古人对自然时间与农耕生产的精准把握，蕴
含着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枫桥
小学以“二十四节气”为契机，寻找撬动劳动教育
背后的文化支点。例如，走进“春分”，挖掘耕耘

的情趣，在探寻、解码生命的进程中，体悟农耕文
化的精粹。秋收时节，以“最美微镜头”观察、记
录丰收景象。

搭建公益平台新高地。枫桥小学将劳动教育
融入各类志愿服务中，搭建公益平台，创设多元化
服务岗位，打造志愿劳动新样态。金色大厅志愿
服务“窗口”，“文雅先锋”为师生送去最亲切的问
候、最贴心的服务、最温暖的指导；智慧成长树爱
心“根据地”里，心理委员为师生解忧，打造温馨的
心灵氧吧。此外，学校还设立“红领巾监督岗”“校
园小警察”“护花使者”“路队导航员”“文雅小围
裙”“垃圾分类小达人”等岗位，努力让每一名学生
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和人才培养之中，从而激发他
们的劳动热情，释放他们的劳动潜能，形成“奉献
我争先，劳动最崇高”的风尚。

开辟研学旅行新干线。研学旅行是进行劳
动教育、提升儿童劳动素养的重要渠道。枫桥小
学在立德、修学、启智、践行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劳动认知，涵蓄深厚的劳动情感，塑造良好的
劳动行为。例如，在“打卡红色地标”活动中，带
领学生徜徉革命之旅，循着行业之光，寻访各行
各业劳模人物，品悟“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积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动力。在

“自然学堂的加减乘除”“社会学堂的五色图谱”
活动中，组织学生在环保助力、社区服务、敬老助
残等行动中，提高综合素质和品德修养，培养担
当意识和奉献精神，领悟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深刻道理。

打造“特色梦工厂”，为个性成长赋能

“通六识”行动，让身心获得自由。“通六识”
行动，即通过劳动这一媒介巧妙地调动儿童的头

脑、眼睛、四肢、嘴、身体、意识，跨越时间和空间
的维度，打破繁重的学业壁垒，冲破感官与意识
的界限，让本体知识和生活实践相结合，让课程
建构和活动体验相统一，在动手操作、出力流汗、
接受锻炼、磨炼意志中，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积极的劳动品质。

“天才 1小时”，让创造成为可能。“让每一个
学生创造着成长”是枫桥小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追
求。我们设定“天才 1小时”个性成长时间，鼓励
学生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开展项目化、体
验式、沉浸式特色活动。如“茶博士研究室”“指
尖上的传承——苏绣”“昆虫历险记”“空中开心
农场”“智能红绿灯”等活动，引导学生在热点探
讨、角色扮演、情景体验、模拟行动中，发现自身
进步的可能，从而不断绘就成长的美好图景。学
校革新定性定量的“天才”评判标准，通过主体交
互式“魔法锦囊”，过程动态化“雅集秀场”，方式
多元性“雷达成像”，让学生逐步明晰“我”的概
念，唤醒无穷的内在力量，促使学生不断地自我
构建，实现真正的“拔节生长”。

苏霍姆林斯基说：“劳动，不仅仅意味着实际
能力和技巧，而且首先意味着智力的发展，意味
着思维和语言的修养。”劳动教育不仅推动枫桥
小学朝着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迈进，还为每个学生
走好有意思、有意义的人生之路打下坚实的基
础。未来，学校将继续吹响成长“号角”，用点滴
行动诠释劳动价值，用灿烂星河点亮劳动荣光，
让劳动教育出彩，让每个生命熠熠生辉。

（张忠艳系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
委书记，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苏教名
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徐丽云系苏州市枫桥中
心小学德育处主任，苏州市优秀班主任，苏州高
新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吹响成长“号角”，让劳动教育出彩
■■张忠艳 徐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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