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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理论认知到事实探索，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互动交融已成为教育实践与研究的重要领域。此研究的理论

依据建立在教育学的基础之上，并注入思想品德教育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考量，兼容并蓄了多方位的教育模型与教学

法，尤其是反映了“学以致用”这一方法论的精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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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rom theoretical cognition to fact exploration, the intera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omposition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pedagogy, and infus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inclusive of multiple 

educational models and teaching methods, especially reflecting the spirit of the methodology of 

"learning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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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当前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互动研究。劳动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

力，培养学生动手创新的意识和动手能力，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各种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语文之于劳动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却有着内在

的逻辑联系。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劳动则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语文学科强化劳动教育也就是应有之义。[1]

从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劳动教育应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再次凸显了

融合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与时代价值。劳动活动不仅促进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知识的掌握，而且显著提高了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实际操作能

力 [2]。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改革，无疑为劳动教育的渗透提供了新的空间。

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如何有效地将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进行结合，使学生在劳动技能和语文综合素养上都有所提高。从理

论和实践上对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进行探索。研究将重点分析小学语文教材中与劳动教育相关的内容，探寻结合点和渗透方

法，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如何引导学生通过作文等学习活动，体验和反思劳动过程，从而提高他们对劳动的理解和认可 [3]。

一、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关系

（一）劳动教育的内涵与特点 

随着我国新时代教育的深入发展，劳动教育已经被纳入国家

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高红岩提出应将劳动教育寓于

艰苦奋斗的活动中。《教育大辞典》：劳动教育是在劳动、生产、

技术和劳动素养方面的教育。[4] 研究者孙振东提出广义的劳动教育

可以作 “为了劳动的教育”和“为了教育的劳动”两方面理解。

陈云龙和吴艳玲在《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中对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进行解读，站在

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5]

学生对劳动的认知、态度、价值观的形成，都涉及到劳动教

育的内涵。既包括渗透劳动精神、养成劳动习惯的过程，也包括

简单的劳动操作技能的传递。劳动教育要让学生体会到劳动不仅

是生存的需要，而且要让他们感受到劳动的尊严和乐趣，是人类

社会进步的动力。

（二）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关系

小学语文作文的教学与劳动教育息息相关。劳动教育是指学

生的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劳动习惯的培养，通过劳动实践，使

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规范》以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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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表达和思维能力为宗旨，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劳

动教育的开展可以使小学语文写作课的写作内容更加充实。让学

生把对工作的感悟通过描述自己的劳动经历来表达，从而使文章

写得更真实，写得更生动。

参加劳动实践，对事物特点的感知能力可以积累很多观察和

体会。在语文写作中，这种观察能力是必要的基础素质。在实际

工作中，孩子会产生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体验。这些情感经历，

能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提供了语文写作时的灵感源泉，

也能让文字表达得更加鲜活。从事劳动需要细致的思考和等待收

获的耐心，这种思辨的过程培养了孩子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解题

技巧。

语文写作要求的文字清晰准确，条理分明，是与工匠精神追

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态度相契合的，而规范书面表达能潜移默化地

影响儿童对待劳动的态度，使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养成不畏困难勇

于攀登高峰的习惯。这种坚持不懈的意识同样在劳动过程中具有

重要价值，它培养了孩子对事物处理方式的开拓和趋新，使他们

在实际工作中更具创新意识。

（三）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互动关系 

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研究，确立了教学实践中

对学生劳动能力培养与语文素养提升的双重重视，这一互动机制

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力求构建既符合教育规律又贴合学生

实际的教学模式。《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我国

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明确为：“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

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和品质。”[6] 从总体目标上来看，联合语文学科特点，二者互动时

要注重实现总体目标中观念、精神、习惯和品质等价值观层面的

目标。

小学是学生价值观建立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的关键阶段，

在这一阶段对小学生实施综合性教育，对其人性发展、品德的培

养，及其人生观的建立都有很大作用。劳务教学可以有助于中小

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务理念并培养优秀的劳务品质，对他们的身心

健康发展也有很大作用，同时他们所在的环境劳作的过程中还可

以进行相应的运动训练，对他们身体素养的发展也有所帮助。[7]

通过对学生进行劳动情景下的写作指导、劳动故事编织能力

训练等劳动元素与写作技巧的结合，可以使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在作文表达中得到明显增强。这种教学手段在运用文本分析法

和统计分析法的资料基础上，显示出对学生把握文章主旨、选择

角度、组织材料等方面的写作能力更有力的促进作用，为今后学

生进行学术性写作和生活性练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的模式建构

（一）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模式的理论基础 

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促使学生形成全面发展的个性和社会责

任感，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是劳动教育和小学语文作文教

学的相互渗透。我国研究者郭蕴玲认为劳动教育实践与小学生写

作深度融合，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课本以外的内容，能够

学习到更多知识，为习作教学提供更为多元的素材。认为开展劳

动教育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参与劳动并养成良好习

惯，从而促进小学生核心素养。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极为丰富，主要将其思想

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生活即教育”，二是“社会即学校”，

三是“教学做合一”。[8]“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

的核心主张。从内涵理解上来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予以教育的

意义，要和生活同时进行教育，并符合生活的需求。阐述教育与

生活的关系时得出了生活决定了教育。因此，可以说生活与教育

紧密相连，生活不能离开教育，教育不可脱离生活。“社会即学

校”代表着学校被赋予了社会意义，两者相互影响与发展。“教学

做合一”这个主要讲了如何进行教学，强调了理论与生活实际相

联系。

依靠心理学和教育学中有关认知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

方面的理论指导，劳动教育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之间可以形成一

种有效的互动模式，这种互动可以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有利于

培养孩子的思辨性思维创造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的素质。可

以让孩子从劳动中学到东西，在写作中开拓思路。

（二）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模式的构建 

劳动教育历来是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语文作

文教学又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关键环节，所以

如何将劳动教育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一种

互动模式，以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是当前教育改革与

实践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当前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建立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互动模式的目标。劳动

教育针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责

任意识的树立；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则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思维逻辑能力为目的。所以建立互动模式的时候，为了相互

补充相互促进这两方面的能力，可以设置多元化的教学目标。

在执行过程中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劳教实践活动时，可引导

学生对劳动现象进行观察与感悟，并以写作的方式将所见所闻记

录下来；或进行语文作文辅导时，以实践活动中的素材为基础进

行创作，以增强写作内容的真实性与情感性，不仅使劳教与写作

融为一体，更能在实践中发挥文字的作用，提高学生对社会实践

与自然环境的认知程度，促进对人性等方面的思考。

（三）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模式的实施效果评估 

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互动交融，并非一蹴而就的

改革成果，其效用和效果的评估是一个持续性探讨与实证分析的

过程。在实施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模式中，针对实

施效果的评估环节，研究采取了系统化的量化方法与定性的描述

性分析，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与责任性。

该评估体系综合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学习环境和教学质

量，确保了评价的公正性和包容性。在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

教学互动模式的实证分析中，采用了学业成绩、学习习惯、社会

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等多维度评价指标，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

文教学互动模式更好的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语言运用能力以及

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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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模式优化策略

（一）教育资源整合 

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互动研究分析，明确了教师在

资源整合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劳动教育的内涵与语文作文教

学的融合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教师通过将劳动教育的理念与

作文教学相结合，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

阔的学习领域、增强自我表达能力和社会实践技能的价值。

在劳动教育材料的筛选和整合上，注重选取与学生生活阅历

密切相关的劳动实例，设计富有挑战性、能激发学生思考和写作

兴趣的作文题目，力求做到寓教于乐。例如，在家庭日常劳动或

社区服务活动中，学生可以获得丰富的写作素材，并在实际劳动

中加深对劳动的认识和感悟，从而在作文中表现出更深层次的思

考和情感表达能力。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创新 

将劳动教育融入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劳动的理解和体会，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表达能力。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建议增加专门的劳动

教育作文课程，并将其纳入语文总课时的必修部分，使学生有系

统地学习劳动与写作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

从不同维度丰富学生对劳动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

内容可涵盖劳动历史，劳动现状，劳动类型，劳动技能等不

同方面，来拓展学生的认知边界并增加写作材料的积累，从而在

语文学科上取得较好的成绩。比如可以通过采访、记录等方式，

设置劳动专题研究周，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请进课堂，讲述他们

的劳动经历，促使学生对劳动过程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体会，把

一个个真实的劳动故事变成作文素材。

（三）教师培训与体系建设

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结合这一教学模式的成

效，评估体系的构建是重要的检验环节，教师要充分运用评价的

教学导向作用。在评价学生的习作时，教师需要尽可能采用多维

度的方式。自评、互评和师评等多元的评价方式有助于调动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在互评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9]

评判标准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性，在语文写作和劳动实践中，

不断向学生反馈进步的具体的、实质性的建议。在此基础上，让

教师、同学、家长乃至社区成为参评对象，拓宽参评视角，丰富

参评内容，在不同环境下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是多元化评价主体

不可忽视的环节。家长的参与对学生态度的形成和习惯的培养具

有积极作用，能使评估的现实意义和实施效果大大增强。

四、结束语

在小学阶段语文作文教学中将劳动教育融入其中，能够使学

生在学习中获得观察力思考力和创造力等方面的培养。而劳动实

践活动不仅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人生经历，也收获许多真实有效的

写作题材。同时对学生的写作具有真实性和感染力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培养学生语文作文能力的过程中进行以劳动教育为基础

的教学 [10]。

展望未来，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劳动教育与语文作文教学

的互动还会不断加深。这一教育模式有望随着社会对人教育的重

视而被更广泛地认识和运用。教育部门和学校为了有利于这一模

式的广泛推广，应在政策和教学资源上进一步优化，创造更加多

元开放的教学环境。同样，也不能忽视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对于

这种教育模式的推广，家长的观念认同与支持将是劳教与作文教

学相结合的关键。

这篇论文所涉及的课题与方法，对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劳动

教育与作文教学互动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综合

不同学科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通过开展更广泛的教育实验和追踪

研究，我们期待着全面、成熟的教育模式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的认

识和发展。通过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促进小学生整体素质

的全面发展，为今后的学业和事业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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