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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要与时俱进

记者：现在各地的劳动教育轰轰烈烈
地推进，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劳动教育的
推进差别很大。有的地方建立了劳动基地、
开发了相关课程；而有的地方的劳动教育还
停留在让孩子扫地、擦玻璃的阶段。您认
为，劳动教育在推进过程中，最容易跑偏的
问题是什么？

檀传宝：最为典型的两种偏差是“有劳
动，无教育”现象和对劳动教育“动动手、
流流汗”的误读。

所谓“有劳动，无教育”现象，是指在
当前教育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将学生带到劳动
现场就万事大吉、就算是“开展了劳动教
育”的简单思维和粗糙做法。具体表现为在
劳动教育形式上用直接劳动代替对劳动的教
育设计，在资源开发上将劳动教育资源简单
等同于劳动资源，在评价上则用对劳动成果
的评价来取代对劳动教育综合育人效果的评
价等。

“有劳动，无教育”现象的产生，本质
上是一种教育实践的懒汉思维在作怪，其结
果有可能是“反劳动教育”的。比如很多学
生在体验到真实劳动的艰辛之后，产生了逃
避劳动的观念与行为，而这恰好违背了劳动
教育希望学生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初衷。

记者：是的，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有的
孩子参加完劳动后，直接表示“干农活太累
了，长大后一定不当农民”等之类的想法。所
以，没有教育的劳动，或者仅仅让孩子“流了
汗”而没“走心”的劳动，反而让孩子对“劳动”
产生偏见，不利于立德树人。

檀传宝：《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实施劳动教育重
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目的、
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
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
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鉴于劳动教育有历史的继承性，改革开放
以来青少年也的确相对缺乏体力劳动锻炼的实
际，劳动教育中应该让孩子“动动手、流流
汗”，但是实践过程中将全部劳动教育等同于

“动动手、流流汗”，就是对劳动教育的误读，
将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简单化了。所
以，一个普遍但是荒谬的劳动教育场景是：小
学生“种庄稼”、中学生“种庄稼”，大学生还
在“种庄稼”……这会误导儿童对于劳动概念
的准确理解，以为劳动就是体力劳动，不流汗
的工作就不是劳动。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快
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回到20世纪50、60年代
劳动教育模式的惯性思维已经完全脱离当代的
实际，根本无法回应新时代对于劳动教育最为
迫切的诉求。

劳动教育，是个“复合性”的教育

记者：劳动教育在实践推进中，之所以出
现“有劳动，无教育”等认识偏见，其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

檀传宝：我认为，无论是“有劳动，无教
育”现象的产生，还是对“动动手、流流汗”
的误读，都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教育工作者
在认识上没有形成对劳动教育概念及其与德、
智、体、美“四育”关系的正确理解。所以新
时期学校要切实加强劳动教育，就一定要从正
确理解劳动教育概念开始。

记者：现在，我们提倡“五育并举”，劳
动与其他“四育”有何不同？在多年对劳动教
育的研究中，您如何阐释劳动教育的概念？

檀传宝：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不
同，劳动教育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教育概念。
换句话说，当我们要通过劳动教育培育热爱
劳动等劳动价值观时，劳动教育就是德育；
当我们要让儿童思考劳动过程的原理、奥秘
时，劳动教育就成为智育；当“动动手、流
流汗”发挥强健体魄、增强体能作用的时
候，劳动教育已经是体育；当我们引导学生
发挥聪明才智去设计创造美的成果，劳动教
育就是美育。所以，人为将劳动教育像切豆

腐那样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一刀两断，
让劳动教育成为一个独立、孤立的教育形态，
本来就是错误的。

从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
关系看，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与生产劳动意
义上的“劳动”并非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劳
动教育是基本素养到真正劳动实践的“中介环
节”。也就是说，德、智、体、美着眼点在于
人的基本素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则是
对基本素养的培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教
育是一般素养在教育过程中的“学以致用”，
或者德智体美学习之后的“理论联系实际”环
节。这就意味着：劳动教育应当通过特定劳动
实践形式与教育目的的自觉衔接，实现对受教
育者德、智、体、美诸素养之“理论联系实
际”的培育。同时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
劳动教育是一个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杂
糅在一起的复合性的教育概念。

明晰概念，创新形式，
实现“五育融合”

记者：教育实践中，一线教育工作者若对
劳动教育的概念内涵理解不准确，就容易导致
劳动教育在开展中出现走偏。有家长给我们反
映，他们所谓的“劳动作业”就是：家长每天
拍孩子整理书包的照片，并发群“交差”。为
了“交作业”很多家长都在“摆拍”，她说，
这行为本身对孩子而言就不是好的榜样。

檀传宝：对劳动教育概念的准确认识、把
握十分重要。若我们否认劳动教育是一个复合
性概念，就一定会非让劳动教育与其他教育生
硬“区别开来”不可。若我们否认劳动教育是
基本素养到真正劳动实践的“中介环节”，就
一定会将劳动教育简单等同于“体力锻炼”。
其结果当然就是“有劳动，无教育”现象的产
生，以及对“动动手、流流汗”政策的误读。

只有先明晰了劳动教育的概念，在实践推
动中，才会让“劳动”成为一种“教育”，让

“全方位”劳动教育成为可能，也防止“劳动
教育”成为“反劳动教育”。

“有劳动，无教育”的实质是否定劳动教
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内在联系。结
果是，学生虽然劳动了，却没有接受劳动过程
中应该接受的德、智、体、美教育——即没有
更热爱劳动 （德育），或者没有科学技术的

“学习”（智育），没有真正让学生动手、流
汗、强健体魄（体育），没有体悟到美是由劳
动创造的 （美育）。要让“劳动”成为一种

“教育”，教育工作者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让
原本单纯的劳动过程与德智体美等教育目标建
立自觉、自然、内在的联系。

承认劳动教育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劳动教
育是基本素养到真正劳动实践的“中介环节”
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解释世界”——从劳
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硬性区别开来的认识误区中
走出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劳
动教育开展的时空一下子开阔了。教育工作者
不再仅仅纠结于为如何开展每周一课时的劳动
教育而烦恼，所有学科教学及学校教育活动都
可以成为劳动教育广阔的舞台。全方位开展劳
动教育，以及“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等目
标也就自然得以落实。

明晰劳动教育概念不仅可以让全方位开展
劳动教育以及“五育融合”等目标真正实现，
而且更有利于克服劳动教育某些“反劳动教
育”的错误倾向。

记者：何为“反劳动教育”？对青少年的
成长有哪些不利导向？请您具体说说。

檀传宝：所谓“反劳动教育”，一是指劳
动教育目标上的反效果，比如参与劳动让学生
更不热爱劳动；二是指劳动教育内容上对孩子
的误导，如片面将农业劳动看成是劳动的全
部，无视脑力劳动占绝对主导地位等事实，严
重误导了孩子对当代劳动概念的准确理解；三
是指劳动教育形式上的“反智”，如故意让大
学生“浇大粪”，还美其名曰“锻炼学生”。

在中小学，劳动教育则应当注意在形式
上更有美感、主体性，避免劳动教育形式
的简单化，以适应当代青少年自由个性的
发展需要和新时代对于“创造性劳动”的
强烈需求。

劳动教育，既要“流汗”更要“走心”
本报记者 张惠娟

我是一名在农村长大，求学归来又在农
村一线工作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无论是在我
个人的成长中，还是在教育教学一线的实践
观察中，我一直觉得，劳动教育是一个人成
长成才中必不可少的营养。因为，通过劳
动，不仅能给人眼前的收获，还能“授之以
渔”，为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成长奠基。基于
生活工作中的种种现象，我们在乡村学校开
展了劳动教育的探索之旅。

初心缘起：“农村孩子不劳动”带
来的思考

我从小就进行劳动，成长也受益于劳
动。记忆中，春天我们和同龄的小伙伴经
常去村外的山坡上挖草药，卖了钱买来学
习用具是最幸福的时刻；农忙时节，我们
也和大人一起去农田里劳动，锄草、割
麦，放牛、喂羊……劳动不仅提升了我的
身体素质，也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
神，这种品行习惯也延伸到我后来的学
习、工作中。

但是，现在的农村孩子的成长环境与过
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现在中小学生
的家长都是80后、90后，他们一心想着让
孩子考上大学，未来走出农村，远离“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以尽量留出时间让
孩子们多学习。由于缺乏锻炼，很多农村孩
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做实验不会使
用火柴，甚至“韭菜麦苗分不清”，更别提
下地干农活了。

作为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们成才又成
人；作为家长，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走上社
会后，能凭借自己的能力立足，更拥有完整
的人格，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
这仅靠学习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实践探索：在乡村学校的“成功试水”

2019年，我来到距离县城40里地的一
所山区学校当校长。上任后，我便开启了劳
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之旅。在此方面，我们校
领导班子的认识高度一致，我们通过土地流
转，在学校西侧征地100亩建成了校外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命名为“璞真园”。之所以
取这个名字，我想让孩子们在这方天地里返
璞归真，通过真实的劳动教育，启智润心、
立德树人。

因为和城市的环境不同，农村每个孩子
的家里都有田地，所以对乡村的孩子进行劳
动教育，一定不是让孩子单纯地去干农活。

我想改变的是，让孩子们不再有“劳动低人一
等”的思想。因为现实中，我发现很多孩子对
身边劳动的“漠视”，对于农作物生长过程中
的变化、蔬菜如何保鲜、鸡鸭如何防疫等生活
中的常识，缺乏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和真实生
活的结合。

我们临城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拥有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
有着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薄
皮核桃之乡等七大“国字号”美誉。尤其是核
桃种植与相关产品的研发方面，在“太行愚
公”李保国老师的指导带领下，走出一条科技
兴农乡村振兴之路。我想，未来不一定每个孩
子都能考上大学，走进城市，一定会有一部分
孩子留在家乡，成为未来乡村振兴的建设者。
那么，如何让孩子们从小对劳动产生情感，在
他们心田埋下“科技助力农业发展”的意识，
或许比考试考100分更有价值。

基于此，我们在劳动基地以肉苁蓉中药材
特色种植为主基调，搭配了植物种植园、动物
饲养角和农耕文化体验区，更好满足学生劳动
技术教育和实践的需要。之所以种肉苁蓉，是
因为中药材能带来部分经济效益，可推动基地
的可持续发展。而柽柳可绿化荒坡，让学生们
了解水土流失防治等农业常识。在种植园，我
们栽植了桃、杏、李等17类果树，在饲养角
喂养土鸡100多只，让学生亲手参与饲喂，来
加深对当地动物的了解和科学的防疫方法，增
强对动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在农耕文化体验
区，让学生亲近农业，提升实践能力，并培养
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开辟的试验田里，学生们
还亲手种植了谷子、玉米、花生等当地农作物
及西红柿、大白菜等大棚时令蔬菜，懂得“春
种秋收”“多劳多得”的自然哲理……

随着劳动教育的开展，我们发现，光有劳
动基地，让孩子们有真实的劳动体验只是迈开
了第一步，但还远远不够。为了让劳动教育的
开展不随意，就需要在课程设计上多下功夫。

因此，结合学校实际，我们编写了《肉苁
蓉中药材种植》《劳动实用技术》和《劳动你
我他》等校本课程。这里面既有农业基础知识
技术内容，又有劳动设计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内
容，使孩子们在学习体验中逐步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不断成长。

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只有做好家校共
育，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劳动综合素养。起初，
让家长配合孩子开展劳动教育挺难的，因为在
很多家长心中，孩子唯有学习知识才有未来。
于是，在田间地头、家庭院落，我们老师们抓
住一切机会通过拉家常聊天等方式，让家长明
白，劳动教育不仅能提升孩子们的身体素质，

还是对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是让孩子学会做
人的教育。功夫不怕有心人，经过老师们耐心
的沟通解释，家长们逐渐配合了。

深层次推进：从“国家劳动教育实验
区”再出发

2019年，劳动教育在我们临城县全县正
式推进。县教育局特别将“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的观念作为“劳动之魂”，贯穿到小学、
中学、特教、职教劳动教育的各学段各环节。
教育局设计了进阶性的劳动价值观、幸福观教
育。这进一步给我们创造了“家校共育”开展
劳动教育的环境。

在我们县，劳动教育也不是教育系统的
“一家之事”。县委、县政府统筹各方力量给劳
动教育提供保障。比如，在土地使用、流转等
方面予以全力支持。如今，临城各学校已与县
域内企业、养殖种植大户、校外教育基地签署
协议20多个。孩子们走出校门，走进车间，
走进大棚，走进社区，丰富了职业体验，理解
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意义。其中，学前和小学阶
段重在培养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和营造崇尚勤俭
的文化氛围；初中和高中阶段侧重提高创造性
劳动能力和培育艰苦奋斗精神；职业教育和特
殊教育阶段重在培养劳动技能及奉献精神，为
毕业后升学或就业打下基础。

2020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这让劳动教育在全国层面摆在重要位置。现

在，在国家政策和县教育局的保障下，我们将
劳动教育再推进一个层次,我们配齐了一支专
兼职相结合的劳技教师队伍，分学段制定翔实
的教学计划，保证“课程、师资、计划、课
时、评价”五个落实到位。还制定科学合理中
小学分学段综合评价体系，从家庭劳动、校内
劳动和校外劳动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使每一名学生在健康教育的轨道上有
序发展。我们石城学区老师们申报的课题
《农村小学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被列为邢台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第三
批立项课题，老师们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也上
升到了系统的研究层面。

经过扎实的探索，河北省教育厅、邢台
市教育局相关领导来到我们的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实地调研、现场指导，对我校劳动教育
工作给予肯定。2021年，我们临城县被评定
为教育部国家劳动教育实验区，我们的璞真
园也成为全县劳动实践教育的示范基地。这
极大鼓励了我们师生家长对开展劳动教育的
热情与信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生在基地
的收获也会表现在家里。“我真想让我的孩子
长大后能有文化，但不会动手、缺乏劳动就
会成为书呆子。”家长们说出这样的真心话，
让我们感到十分有成就感。未来，我们会结
合时代的发展，基于县情校情实际出发，扎
扎实实将劳动教育深入推进，探索出一条为
每个乡村孩子未来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劳动教
育“授渔”之路。

（作者系河北省临城县石城学区校长）

乡村学校，劳动教育要带给孩子什么？
陈合清

在中小学深入开
展劳动教育，一方面
需要教育研究者、管
理者认真研读政策文
件，了解当下的政策
文件精神，了解新时
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内涵和意义。另一方
面，还需要我们了解
当下，着眼未来。远
观10年、20年后，中
小学学生将面对的现
实世界，需要怎样的
素 养 能 力 。 只 有 这
样，中小学劳动教育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才能做到深入开展和
扎实推进；也只有这
样，“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使命才能更
好地实现，理想才能
更好地照进现实。

劳动教育从服务
对象层面划分，主要
是服务自我、服务他
人、服务社会。从劳
动目标上认识，主要
是着眼于劳动观念、
劳动习惯、劳动知识
和劳动能力、劳动态
度 、 劳 动 品 质 的 培
养 。 而 对 于 劳 动 内
容，可以是科技+学
工、科技+学农、科
技+学商等。纵观当前
中小学劳动教育，我
们会发现，在劳动观
念、劳动素养的培养
上还存在认识和行为
上的误区，澄清这些
认识和行为误区，有
助于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深入开展。

把 “ 种 植 活 动 ”
当作“劳动教育”全
部。导致这种认识误
差是由于对劳动教育
认识狭隘所致。有教
育设计的种植活动是
劳 动 教 育 的 重 要 载
体，校内外的种植活
动 ， 在 中 小 学 很 常
见。有的学校处于城
郊 ， 有 着 天 然 的 优
势，校园面积大，学
生少，周边有很多可
以随手就用的农业教
育资源。而有的城区学校挖空心思，费尽心力，
为学生在有限的空间，废弃原有的绿化场地，开
辟新的校园种植场域，这样的校园种植，显然就
会得不偿失，就会出现投入大于产出。显然，这
是对于劳动教育认识出现偏差所致，认为只有种
植活动才是劳动教育，种植活动是劳动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是全部。劳动教育需要教学生从
自我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教会学生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他人的事情帮着做，集体的事情共同
完成。由近到远，由小到大。学校劳动教育需要
系统设计，综合实施，可以以点带面，也可全面
推进，依校而定。

把“劳动教育内容”当作“劳动教育目标”。
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学校的领导、教师对
于劳动教育没有厘清其教育价值，对于劳动教育
目标认识不清所致，而又囿于要执行和完成劳动
教育教学任务，只好仓促上阵，开展大量的劳动
教育活动，把劳动教育内容当作劳动教育目标。
劳动教育内容是达成劳动教育目标的载体，劳动
教育目标的实现是为育人服务。劳动教育目标具
有唯一性，而劳动教育内容具有丰富性。如为了
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和正确的劳动观念，我
们可以让学生按时起床、收拾自己的床铺，自己
背书包上下学等等，再者，可以让学生学会采
购、日常餐食制作等等。前者是劳动教育目标，
后者是劳动教育内容。

把“劳动教育常规活动”当作“劳动教育研
究成果”。出现这种认识偏差，主要是源于学校对
于劳动教育重要性认识存在弱化，对于如何开展
研究，在技术和方法上存在不足。学校劳动教育
的有效实施需要以各种劳动教育活动为载体，才
能实现其育人目标。按照场域划分，劳动教育活
动可以分为校内劳动、校外劳动、家务劳动。而
劳动教育研究是针对学校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所
亟待解决的问题或困惑等而开展的研究，其研究
成果一方面是解决学校发展中的自身需要，另一
方面其研究成果还应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对其
他学校能够有所借鉴和思考。比如“了解职业世
界”是“劳动教育常规活动”，而职业生涯教育的
有效实施路径则是“劳动教育研究”，二者的出发
点相同，均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仅仅是工作重
点不同。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人
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行业发展会出现新的崛起和
旧的衰落。按照行业发展划分，可以分为第一产
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主要
是流通和服务部门）。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简单
重复性劳动将会被机器所代替，而创造性工作将
会成为社会追逐的时尚。想象一下，10年、20年
后，社会将会发展成什么样？中小学劳动教育如
何设计与开展才会具有实用性、前瞻性？学校教
育是为了学生步入社会提前做好准备。所以，中
小学校劳动教育应在服务好自我，服务好他人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周边社区教育资源，为学生在
三大行业中，提供相应的职业体验，在职业体验
中，增强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学
生在职业体验中，才会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提
升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为步入社会，服务
社会做好相应的准备。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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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以来，随着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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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制定的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相继出台，劳动教育普遍得以重视，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12月13日全国政协召开的“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远程协商会上，有委员表示，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将劳动教
育片面地理解为“让孩子干农活”或者“增设劳动课程”等，从而窄化了劳动教育的内涵。如何进一步理解劳动教育的概念、内
涵？从而避免因把握不清概念而导致的劳动教育误区？记者连线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檀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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