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开学前夕，人民小学
对“劳动萌主”平台上记录的
学生劳动情况进行整理，发现
96%的学生每日劳动时长在
半小时以上，98%的学生具有
主动劳动的意识，94%的学生
养成了良好的劳动习惯，91%
的学生学会家务劳动……甚
至有孩子仅一个暑假就上传
劳动任务记录超过140次。

孩子们热爱劳动因何而
起？他们因劳动又收获了哪
些美好？

建校75年来，人民小学一
直将“爱劳动”作为育人目标，
持续开展劳动教育实践，并顺
应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创新劳
动教育的内涵与载体，既把吃
苦勤俭、自力更生、尊重劳动
等优良传统延续下来，又持续
提高师生的劳动审美、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劳动作伴，
最美的童年在这里发生。

从建校到如今
劳动精神愈发闪耀

“从 50年代起学校就专
门开设了劳动课，那时候校内
就建有劳动基地，还办起有小
工厂、小农场，每个班都有一
块园地进行开垦、播种、管
理。”学校相关负责人谈到，八
九十年代就采取劳动课、主题
活动、社会劳动等多形式进行
劳动教育，还特别注重师资培
养、学科结合、基地建设。

岁月更迭，劳动精神愈发
闪耀。人民小学将“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一
直传承至今，铸就了独特的劳
动教育文化基因。

近10年来人民小学构建
起较完善的“EOC（体验、开
放、综合）”课程体系，而劳动
教育则渗透于“基础课程——
选修课程——社团课程——
社会服务课程”之中，并衔接

起社会、家庭、学校三者，以更
多样的课程融合的形式，让学
生在开放的平台上，以体验的
方式进行综合性学习。

关注技术的掌握，强调有
效的实践，追求劳动的创新，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
值观，今天人民小学的劳动教
育不是借助某个学科，或以某
项技能训练为主要目的，而是
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主
要价值追求。

把难点变亮点
顺应时代创新变革

新时代社会发展及人才
培养需求对劳动教育提出了
新期待。

然而孩子不会劳动、不爱
劳动、不尊重劳动等难题仍普
遍存在，这也促使人民小学深
入思考：劳动教育如何创新变
革形成独有的内涵？

自 2018 年以来，该校围
绕“劳动最美”理念构建五大
体系，积极推动劳动教育的研
究和实践。尤其是在构建“劳
动最美”课程体系方面，创新
打造“基本生存课程”“美好生
活课程”两大课程模块，让课
程指向生存必备素养，指向随
社会发展、劳动形态变化而应
具备的劳动素养。

就拿“美好生活课程”中
的“智造”课程来说。该课程
涵盖智慧木工、智慧家政、智
慧农场等内容，智慧木工并不
以培养木匠为目的，而是让学
生能把认识材料和使用工具
迁移到生活运用中，并通过创
意设计、动手制作激发创新能
力，促使学生真正崇尚劳动，
提升审美能力。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劳
动课程，推动学校从传统的劳
动技能学习、劳动意识养成，
逐渐走向“以劳树德，以劳增

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
创新”的综合育人新样态。

以成果为引领
推动育人模式转型

8月22日，一群志愿者在
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忙碌地
清除洪峰过境后的淤泥，其中
一名男孩就是人民小学学
生。学生家长说，学校提倡劳
动教育，这次清淤就是很好的
锻炼机会，孩子手握铁锹时才
能深刻感受劳动价值。

对于学校而言，这就是劳
动教育的最美成果。

如今人民小学的师生家
长对劳动教育有强烈价值认
同，形成广泛联结学校、家庭
和社会的互动机制，多名教师
参与重庆市、西南地区和国家
的劳动教材编写。同时学校
还设计出体现多学科知识综
合运用、培养劳动智慧的《我
爱劳动》学生读本，凸显“新、
行、融、思”四个理念。

2018年以来，学校劳动教
育研究立项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
等课题6项，重庆市科技局重
大立项科技项目1项。

这些成果将示范带动更
多学校推动新时代育人模式
转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在劳动中提升综合素
质、促进全面发展。

据了解，为进一步保障劳
动教育高质量开展，该校主导
成立重庆市城乡劳动教育联
盟，整合城乡劳动教育资源，
建立共享型的全市劳动教育
资源库，同时将以成长国际青
少年交流中心为媒介，把重庆
乃至中国的劳动文化、劳动教
育成果推向世界，促进与国内
外学校的交流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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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作伴
最美的童年在这里发生

一是劳动实践与课程的结合，推
动劳动教育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融合，积极开发建设具有鲜明地域文
化特征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或课程
资源。二是劳动教育要与生活结合，
根据学生年龄实际选择适合其身体
发育和身心发展特点的劳动教育形
式。三是劳动实践要与社会发展的

趋势和要求结合。劳动教育要体现
时代要求，要依据劳动形态的演进而
与时俱进，要着眼未来发展对人的要
求开展具有引导性、前瞻性的劳动实
践，重视传统劳动精神培养和与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结合，
才能更好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

加强劳动教育实践需做到三个结合
杨银付（中国教育协会秘书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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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教育协作会
暨2020年重庆市教育学术年会在重庆市人民小学举办

9月26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教育协
作会暨2020年重庆市教育学术年会在重庆市人
民小学成功举行。活动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
府、重庆市教育学会、四川省教育学会、重庆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教育评估院联合主办，重庆
市渝中区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人民小学承办。

今年的教育学术年会以“以劳育人：新时代育
人模式转型”为主题，来自全国的知名教育专家及
成渝两地教育工作者汇聚人民小学，共同围绕新
时代劳动教育的新内涵、新要求，参与探讨、观摩、

学习，从不同角度激活了劳动教育创新思维，为劳
动教育的发展转型提供更多解决方案，也大力推
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教育学术一体化发
展。

开幕式上，四川省教育学会、重庆市教育学会
共同签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础教育学
术协同创新合作协议》。

为让参会嘉宾深切感受劳动教育内涵，人民
小学把学校打造成为大型的劳动教育情境体验空
间，不仅开设“劳动+情景课堂”体验式观摩，还有

劳动课例展示、劳动教育成果发布等环节。例如
发布的“劳动盟主”小程序就十分吸睛，孩子们在
小程序里领取“任务”后，用最喜欢的“闯关”模式
进行劳动，收获相应的“徽章”，家长教师也深度参
与并给出反馈，以现代技术打破传统评价。

“劳动教育要坚守亦要变革转型。”相关负责
人谈到，此次活动旨在引领更多学校探索实践面
向未来的劳动教育，顺势而为、积极创新、勇于转
型，在新时代构建育人新模式，以劳育人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

转型探路 构筑新时代劳动教育新生态

学生进行生活劳动学习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
源泉。劳动教育以生活性和创造性
为根本特征，是促进育人模式转型的
重要途径。尤其是综合实践活动提
出以来，综合性和实践性成为教育发
展的新追求。未来的劳动教育，既不
能矫枉过正，也不能简单地将劳动教
育机械化，而是应该将之融入整合

化、集约化、五育融通的未来课程体
系中，充分发挥劳动的全面育人功
能。在我提出的关于新教育的未来
课程体系构想里，劳动教育与新生命
教育课程、“真”“善”“美”课程密切相
关，只有提高学生各方面素养才能培
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将劳动教育融入未来课程体系中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今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教育部分别印发《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对劳动教育研究与实践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重庆市人民小学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响应党和国家“立
德树人”的教育方针，在加强建设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体系中，着力弥
补劳动教育短板；在传承、创新中，探
索出城市小学劳动教育实践的新样
态。人民小学生长于深厚的劳动教
育文化土壤之中，在新时代构建出了
独有的劳动教育体系，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传承中创新，着力弥补劳动教育短板
朱婷（中国教育学会学术部主任）

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
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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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锻炼、磨炼意志。为更好引导学
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劳动的教育，学
校应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引领学

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崇尚劳动、尊
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引
领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
念，引领学生增加劳动知识、技能，加
强劳动政策、法律教育，普及与学生
未来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通用劳动
科学知识教育。

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引领学生成长
曲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中心主任）

建校24年来棕北中学一直坚持
开设劳动服务课，通过孩子们的自我
劳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让学校成
为一所没有清洁工却怡然清爽、窗明
几净的校园。这是源于学校“开生命
之源，育完整之人”的劳动价值观，以
劳立德、勤以立人，让孩子们过上幸
福而完整的生活，让学校真正成为一

所温暖而有情怀的学校。
我们将立足劳动实践锻炼，致力

于给学生浸润式体验，将劳动教育与
生存技能、生活习惯、生长规律、生命
价值相融合，从目标、内容、方式等维
度进行系统设计、整体推进，全面深
化建设棕北劳动教育校本实践新样
态。

立足劳动实践致力给学生浸润式体验
丁世明（成都市棕北中学校长）

坚持五育并举，弘扬劳动精神，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培育高质量的
劳动者，是时代赋予教育现代化进程
中各个学校的重大使命。

75年来，人民小学始终坚持有文
化、有道德、爱劳动、爱祖国的育人目
标，形成了劳动教育文化基因。新时
代的教育应该有新的变革，学校自

2018年以来积极开展城市小学劳动
教育实践，围绕“劳动最美”理念，以
劳动素养培养为总目标，构建起“三
维九向”目标体系、“劳动最美”课程
体系、“统筹—延展—家校社联动”实
施体系、“劳动萌主”智慧评价系统，
并协同社会力量形成有效的支持体
系，全力推动劳动教育的研究和实践。

探寻城市学校劳动教育的未来之路
杨浪浪（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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