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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段劳动教育课程实施路径探索
孙嫣，赵丽洁，刘锋

万杰朝阳学校，山东 淄博  255202

摘      要  ：   义务教育学段劳动教育课程在连接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劳动教育课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衔接作用，此阶段劳动教育

课程实施什么样的路径至关重要。在十五年一贯制学校大背景下，本文从劳动教育内容、劳动教育模式、劳动教育理

念和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给出课程实施四个路径的建议：以家政教育为抓手实施劳动教育、项目化学习推

进劳动教育的实施、融合观引领劳动教育实践、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纷呈育人画卷，为中小学实施劳动教育提供了借鉴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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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nnecting role in the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that connects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is stage is cruci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15 year integrated school system, this article proposes four paths for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abor education content, labor education mode, labor education concept, and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base construction: implementing labor education with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through project-based learning, 

guiding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with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and creating a diverse picture of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bases,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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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劳动教育是我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完整组成部分，对于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义务教育劳动课

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劳动课程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突出的社会性和显著的实践性。劳动教育课程

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主要载体，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实践过程，它强调学生直接体验和亲身参与，注重动手实践、手脑并用，知行合一。

义务段劳动教育课程实施路径是落实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们探索义务段劳动教育课程有以下实施路径。

一、以家政教育为抓手实施劳动教育

（一）家政教育的核心是家庭教育

家政教育是指在家政学理论的指导下，以家庭生活知识为切

入点，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促进人类的健康、幸福和社会的协

调发展为目的，对受教育者进行家政学相关领域内容的养成教育

活动。主要包括家政职业教育、家政专业教育以及家政素质教

育。[1]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家庭作为少年儿童承载“生活•实践”

教育理念，接受家务劳动的第一场所，其核心内容是家政教育。

项目信息：本论文是博山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十五年一贯制学校劳动育人体系实践化研究》（2022BGZX042）的阶段性成果。

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家政教育的核心又是家庭教

育。一方面，义务段劳动教育的内容离不开家政教育。小学低段

学生学习日常生活自理，小学中高段学生劳动习惯的养成。初中

学生注重围绕劳动知识、技能，加强家政学习，开展社区服务等

都与家政教育密切相关。[2]另一方面，生活教育的本质特点是家政

教育，父母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形成优良

的劳动习惯都是家政教育的重要内容。还有从日常生活中衣食住

行的家庭劳动教育实践入手，父母在洗衣做饭、整理家务、买菜

购物等生活实践中，逐步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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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效使用家政教育“六室”资源

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建立家政教育实践基地，增强学生的实

践体验。在既保证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能有效利用家校社

共同的教育资源，可以降低基地建设的资金投入，又保证学生在

真实情境中动手实践 [3]：（1）收纳整理室，包括各类在校或在家

生活时的家庭式收纳，通过起床洗漱、折叠被褥、清扫地面、洗

衣晾晒等动手实践方式，学生掌握最基础的生活技能。（2）烹饪

体验室，包括各类在校或家庭生活的烹饪课教习，通过教师或家

长的理论讲授，利用已经事前准备妥帖的食材及相应匹配的工具

材料，学生享受自食其力的劳动乐趣。（3）手工编织室，教习少

年儿童的手工、编织课，包括各类材料的手工编织、手工缝纫，

室内陈列学生各类作品。[4]（4）服装服饰礼仪室，教习日常生活

中服装与服饰搭配等课程，男女形体训练，家校社常用礼仪知识

及训练，家庭照看护理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仿真教学等。

（5）中医药文化室，教习中草药采摘及标本制作，中医药图谱的

创作及演讲、中草药种植及加工等实践活动，学习了解中医药历

史、识别和使用药称、捣药臼、药碾子等中医工具，学习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展览室及室内走廊的作品展示。（6）茶

艺品尝室，包括各种茶具的类别、配备，南北方茶叶的分类，水

的温度冲泡茶叶，学生在亲手冲泡茶叶的同时，品茶感受中国茶

文化的芳香味美，学习泡茶、赏茶、闻茶和饮茶的茶道知识。

（三）创设家校社育人协调模式

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里，教师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与

家长沟通交流的时候，启发家长发挥好自身的基础作用，督促学

生完成家务劳动日常作业，如买菜、择菜、洗菜、做饭、拖地、

擦桌子等，学生通过自身的劳动，增强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

感。学校邀请家长周末到校与学生一同参与劳动实践活动。[5]义务

段各年级开展“朝阳学子·劳动教育课”为主题的劳动实践课。

教室内卫生值日活动，教室外清洁校园、维护校园植物等活动，

劳动教育在家校联动下得以实施。学生们自己整理卧室、打扫校

园、寝室卫生，和父母一起做美食……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习得

劳动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劳动精神、劳动思维

等素养 ,让学生在劳动中认识自己、理解世界、逐步成长。[6]

二、项目化学习推进劳动教育的实施

（一）项目化学习模式

项目化学习亦称“项目式学习”或“项目学习”，它是在真

实的问题情境中，以项目为依托，指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

进行学习的一种探究性学习模式。项目化学习是一种先进的教育

模式，有五个构成要素：（1）真实问题设计（2）真实情境中探

究（3）同伴间合作学习（4）运用各种工具和资源解决问题（5）

可以公开可见的成果。从教与学的方式来看，项目化学习是支持

学生通过解决真实问题培育素养的一种教与学的新样态，是促进

国家课程教与学方式变革的一种重要载体。[7]在实施中小学劳动课

程时，既要考虑学校的现实条件和项目的难易适度，还要考虑不

同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和已有的知识技能，培养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迁移和应用能力，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价值观。

（二）基于项目化学习的义务段学科教学实践  

项目式学习为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融合提供了强有力抓手，

成为实现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素养目标的载体和桥梁。如初中化

学教学目标的设计，教师要考虑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劳动素养

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整体设计教学目标。

以“垃圾分类好帮手”为主题的教学目标设计为：理解垃圾分类

的含义及重要性；学习掌握生活中常见的垃圾分类方法；学习厨

余垃圾的处置方法及其价值。[8]在这里的实践活动内容设计：垃圾

分类的知识阐释与宣传；对学校或家庭居住周边地区垃圾分类情

况展开实地考察；住校学生值日生负责集体宿舍的垃圾分类与投

放，走读学生负责家中垃圾的整理和扔弃。如此做到知识与实践

目标、技能目标与素养目标相统一，学生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滋

养劳动素养。[9]

小学学科教学项目化学习成为劳动教育实施的主线，如小学

数学“欢乐购物街”中，遵循发现数学、数学有助于劳动的原

则，聚焦“我当一日小店主”核心任务点，借助核心问题把各任

务联结起来，设计“小店主能准确辨认人民币吗？”“小店主会合

理定价吗？”“小店主能独立去进货吗？”“小店主会算账、付钱、

找钱吗？”等一系列问题，每个问题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学

生在一项项主题活动过程中引发深度思考，“去超市购物”“布

置摊位”等劳动实践也更有兴趣，更有积极性。通过同伴鼓励、

小组合作、查阅资料、调查分析等方式，学生完成一个又一个任

务中形成能力，在劳动中切切实实获得参与感，体验到劳动的快

乐、数学的魅力，劳动教育在数学课堂生根开花，提升了学生的

劳动素养。[10]

三、融合观引领劳动教育实践

（一）融合观引领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课程是综合课程、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新

时代劳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农民种植庄稼是劳动，科学家搞科

学研究、作家进行构思写作、艺术家创作表演等社会上不同行业

表现的成果形式都是劳动。[11]劳动教育以融合观为引领，在实

施劳动教育课程中加强学科教学沟通和课外实践，提升学生劳动

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义务段学科教学中找准与劳动教育元

素适合的切入点，进行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的融合，在教学设计

上能够体现学科的劳动元素，表现为多学科渗透式劳动教育。渗

透就是有机地、自然而然地发生，不是牵强附会生硬地植入。最

后指向问题解决，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实现动手与动脑相

结合。

（二）学科渗透劳动实践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将劳动教育与

“道法”教学相融合，可以促进学生劳动素养的提高，加深对劳动

的尊重和理解。[12]在教学中引入与劳动相关的实践活动，如校园

内劳动教育基地的劳动体验、社会公益活动等，让学生亲自动手

播种、栽秧、浇水、采摘、品尝等一系列劳动体验，提升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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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技能，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劳动实

践中体验劳动乐趣和成就感，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初中生物教学与劳动实践的融合。初中生物教学中的实验教

学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生物知识的了解，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

能力。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实验的动手机会，便于学生在实践中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在构建“品尝一杯自制的酸奶”活动

时，教师预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行采购食材、准备好材

料，亲手制作一杯酸奶，课堂展示分享制作过程。在制作的过程

中，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请仔细观察和记录酸奶的变化，想一想

酸奶发酵的原理怎样，有哪些营养价值？同时，学生在课堂上分

享制作酸奶的成果，谈谈酸奶制作的体验与感受，交流与沟通对

劳动的认识和理解。在分享美味的同时，学生收获了学科知识，

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了课程、活动等资料的有机整合。[13]

这项实验活动不仅使学生学到了酸奶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还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责任心，也让学生体验到劳动的乐

趣与成就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纷呈育人画卷

（一）劳动课程落地有声

田间地头是育人的课堂。“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利用谷雨

时节的气候特点，最适合播种农作物，小学部劳动教师把劳动课

搬到了校内种植基地，给同学们讲解蔬菜种植课程。“现在我们把

土壤刨成小渠，再把蔬菜种子撒进去，像这样。接下来我们把两

边的土夯下来，轻轻地把它盖平整，大约1厘米就可以了。”在

听完教师对劳动课程的讲解之后，同学们纷纷扮成“小农夫”，

在专业老师带领下，撸起袖子，卷起裤腿、体验着农民的辛勤劳

作。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同学们忙着种植南瓜、冬

瓜，移栽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秧苗，还为刚播种下的花生铺上

塑料膜，提高土壤温度，促进种子萌发。栽种了清新嫩绿的秧

苗，也播种了未来希望。学生在劳动基地不仅学习了农耕生产知

识和技能，也体验了劳动乐趣、享受劳动成果。[14]

（二）劳动教育生根发芽

因地制宜开辟劳动基地。校内开拓了供学生劳动实践的劳动

基地，如中草药种植基地、蔬菜种植基地等基地。加强劳动基地

建设，添置了铁锹、耙子、锄头等传统农耕工具17种200余件。

学生全员全面参与基地劳动实践。走过春天蔬菜瓜果的种植，历

经夏天的间苗、拔草、松土、浇水等耕耘，秋天基地里农作物成

熟收获季节，学校组织学生采摘，让学生体验收获的喜悦，感受

采摘的乐趣。[15]秋天地里的茄子、西红柿、丝瓜、花生果实累

累。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基地，按照老师的指导和分工，有

的采摘茄子，有的收获花生。那边男生拔，这边女生摘，忙的不

亦说乎，学生都沉浸在快乐的劳动氛围中。校外学生利用周末的

时间，来到田间参与劳动，有的采摘猕猴桃、摘花椒、摘南瓜、

收玉米，有的浇菜地，有的收花生，包括挖花生、洗花生、煮花

生、吃花生，每个环节都参与一下，让学生体验到劳作的艰辛，

认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和吃苦耐劳的精

神，树立劳动光荣、尊崇劳动、珍惜粮食的美德，学会了珍惜劳

动果实。

五、结束语

义务段劳动教育课程实施通过家政实践为抓手，把家政教育

融入劳动教育课程途径来全面推动；把项目化学习作为劳动教育实

施的主线，贯穿于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提升

学生的劳动素养；尝试多学科融合劳动教学模式，将劳动教育融入

到教学环节中去，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劳动品德、点亮劳动智

慧、强健劳动体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中汲

取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等精神食粮，在推动劳动教育

的实践中，培养中小学生具有较高劳动素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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