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读文化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重庆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传承和创
新 100 多年红色办学
历史，矢志中国乡村
师范，服务乡村振兴
和教育发展，专注培
养乡村卓越教师。云
阳县坚持教劳结合，
强化实践育人。

落实“坚持产学
研有机结合，坚定高
质量内涵发展”办学
指向，落地“服务云阳
乡村振兴，支持地方
教育高质量发展”智
力 回 报 ，今 年 6 月 2
日，重庆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与云阳县
教委在云阳梨园校区
开 展 科 研 服 务 座 谈
会，提出了校地协同
推进云阳乡村振兴的
初步设想。重庆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相
关负责人表示，云阳
梨园校区的建设和发
展得到了云阳人民的
大力支持，学校为云
阳乡村振兴和教育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云
阳县教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云阳县有良好
的 劳 动 教 育 实 践 基
础，期待校地合作开
展 劳 动 课 程 开 发 研
究。

今年7月1日，云阳县教委与重庆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科研服务合作
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云阳梨园校区成立
了劳动教育研究中心，为3所学校（云阳县
南溪中学校、云阳县天景初中、云阳县龙
角小学）分别授牌“耕读教育劳动课程开
发研究基地”“云阳县劳动课程开发试点
学校”。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要负
责人表示，“学校组织专家学者，为试点学
校劳动课程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提供思想

引领、文化打造、规划设计等方面的智力
支持；学校组建学术团队，为云阳培养一
批劳动课程骨干教师；学校拿出专项经
费，为科研人员和一线教师提供国际国内
访问访学机会，协同举办学术会议、资助
研究成果转化；学校派出一支教授、博士领
衔的专业队伍，指导和参与云阳地方劳动
课程开发，开展耕读文化劳动课程研究。”

云阳县教委主要负责人要求，要围绕
乡村振兴这项工程，根据“劳动促进这个
中心，深度挖掘耕读文化，开展劳动课程

研究；要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紧密结合所
在乡镇‘天生云阳’品牌农产品，做好‘特’
的文章，做好耕读结合和点面结合，逐步
做到一校一特色；要推动共同申报高级别
科研平台、共同培育高水平教学成果、共
同举办高规格学术会议、共同出版高质量
学术成果等科研合作。同时，构建纵向贯
通、横向融合的劳动课程体系，指导试点
学校学习落实劳动课程标准，扎实开展劳
动教学活动，积极争创全市劳动教育示范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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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开展劳动教育实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必须坚
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劳动教育研究中心主要负责人表示，
“研究中心提高政治站位，推进教育强国，
为云阳乡村振兴和教育发展提供人才支
持，讲好云阳乡村振兴的故事，指导乡村

学校劳动课程创新出彩。”
自劳动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学术

团队坚持乡村调查研究，深入乡村学校课
堂一线，带着服务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
扛着劳动课程研究的学科担子；坚持把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坚持把思想送到试点

学校里。走进乡村试点学校，详细查阅办
学历史；住在乡村试点学校，深度研究办
学定位。通过组织论证会和座谈会，在认
真听取试点学校领导、中层干部和骨干教
师的建设性意见后，初步形成了“在希望的
田野上”劳动课程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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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试点学校开展调查研究

耕读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基，重拾耕读文化思想观念，对延续
中华文明、推进历史进程、弘扬中华美德、
培育劳动精神都具有深远意义。耕读传
统观念自古就已存在，史料记载始于宋
代、盛于明清。宋代时期大量乡贤生活在
乡村社会，当时科举制度兴起，带动了乡
村社会读书学习的热潮，乡民一方面为了
维持生活耕作，一方面为了识字学习读书

求知，形成了“晴耕雨读”“昼耕夜读”生活
方式，后来逐渐演绎成为勤俭家庭所追求
的一种理想生活。耕读文化概念的形成
和思想的演绎，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
程，也存有一定的文化背景。

劳动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讲到，学
术队伍紧紧围绕“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的思想，深刻聚焦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中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与

实践问题，现已立项重庆市教委重点项目
“重拾耕读：乡村振兴中耕读文化解释与
耕读教育课程构建研究”1项，立项劳动教
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耕读文化劳动课程
开发的行动研究”1项。根据项目前期文
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证研究，现已形成
了“耕读文化劳动课程开发的三向模式：
耕读传家是价值取向，粮食安全是思想指
向，乡村振兴是实践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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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耕读文化开发劳动课程

结合马克思主义劳动实践历史逻辑，
根据《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
版）》，遵循试点学校办学定位和治学思
想，凝练形成了试点学校劳动课程开发的
各自亮点。

云阳县南溪中学校结合书院文化，初
步构建了“耕读书院”中国书院文化劳动
课程。从物质层面强调勤劳淳朴、避免坐
吃山空；从精神层面倡导“晴耕雨读”“昼
耕夜读”，应对自然、遵循规律，揭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从文化层面传承“读而废
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弘扬中华
民族克勤克俭、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

云阳县天景初中结合面坊文化，初步
构建了“云阳面坊”地方文化劳动课程。
根据史料记载，2000多年前，随着云安盐
业（云安现为云阳的一个镇）的兴起，引来
各地商人汇集，云安人做面食，招待八方
来客，创造了磨面、和面、揉面、擀面、切面
制作技术。改革开放初期，云阳机械厂生

产了峡江牌压面机。云阳县天景初中“云
阳面坊”地方特色劳动课程，挖掘云阳人
民“天生云阳”“吃苦耐劳”“劳动创造”的
生活缩影，通过开展“背着面机推介云阳
面坊”“摆脱贫穷要靠吃苦耐劳”“应对挑
战还需劳动创造”等劳动教学主题活动，
践行耕读劳动的思想传统，崇尚辛勤劳动
的文化氛围，传承克勤克俭的家风家训。

云阳县龙角小学结合节气文化，初步
构建了“农耕节气”校本文化劳动课程。
节气文化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符号，已经
牢牢铭记在人们的心里，早已深深融入到
人们的血脉。云阳县龙角小学“农耕节
气”校本文化劳动课程，描绘乡村社会纯
朴、自然、勤劳、和谐、恬淡等乡土人文图
景，记忆乡村社会里春天耕种、夏天浇水，
秋天收割、冬天储藏，日出劳作、日落而
归，晴天耕作、雨时读书的诗意生活，潜移
默化陶冶道德情操，润物无声养成健全人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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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劳动基地当教室 乡村田间地头当课堂

劳动课堂倡导德美融合和劳逸结
合。歌声是艺术表现方式，具有教化
功能和审美价值。时代赞歌内涵非常
丰富，旋律极为优美，易于群众传唱，
影响较为深远。《南泥湾》既是文化符
号也是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整个
抗日根据地供给濒于断绝，党中央发
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号
召，军民一道辛勤劳动向荒山野岭要
粮，把荆棘杂草遍野、沼泽满山遍地和
百里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用汗水、镢头
刨出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鲜
花开满山”的“南泥湾精神”。另外，在
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发出了“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的开放号角，新时代一首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
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
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出了中国亿
万人民的心声，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
激励着代代中华儿女在歌声中奋发进
取，成为了讴歌改革开放人们干劲十
足，最为精彩华丽的声乐经典和名垂
史册的时代赞歌。她既是乡村景象田
园美好图景，也是人们欢声笑语的生
活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和时代精神有
机融合。

教案案例《在希望的田野上》劳动
课程教学设计，建议在劳动课堂的延
伸环节，记忆和重唱《在希望的田野
上》这首时代赞歌，为劳动课堂增添文
化内涵、增效育人价值，激励学生树立
勤耕重读理想信念，鼓舞学生唱出乡
村振兴激情和活力，引领学生“在希望
的田野上”赞美家乡、建立理想、成就
未来，勤奋劳动、刻苦读书，在学生时
代“奋斗”的赛道上跑出最为优异的成
绩。

陈冬梅 李保宣 吴丽霞 史妍
图片由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阳县龙角小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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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
劳动课程教学设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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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携手云阳县教委共谱劳动教育新篇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梨园校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