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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提出，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

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也明确指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

质教育。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

在国家政策制度保障下，劳动教育实施图景的

铺展，需要课程的设计与落实，运用系统思维，

抓好关键环节，把握“一育”和“一课”的关

系，既开好劳动教育专门课程，也要全科渗透。

语文是一门重要学科，与劳动教育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在尊重学科特质的基础上，充分挖

掘劳动教育元素并在语文学科中渗透，这是语

文学科的一种担当，也是劳动教育在学科中渗

透的实践探索。

一、	语文课本里：“有教材”的劳动序列

自然万物、生活实践是语文源头。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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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体悟。这三个维度的讲述，对“有教育无劳动和有劳动无教育”以及“语文与劳动教育相

辅相成”等问题进行了有效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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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应该向自然、生活拓展，书本知识学习应该

与劳动实践结合，让学生在书本里学习，到实

践中观察、发现、体验。语文需要广阔的生活

背景，而劳动自然是广阔生活背景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

1.	 寻找“一篇”中的劳动线索

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劳动线索，可以相机进

行劳动教育。一种是动手实践类。比如教学

《竹节人》，很多教师都会布置一项劳动作业：

制作竹节人。文中有关于“竹节人”的制作介

绍，学生有“文”可依，操作简易。因为制作

竹节人是一个“动手劳动”的过程，具有明显

的“劳动”元素，很多教师认为这样的劳动作

业很好地实施了劳动教育。其实这种最易被

教师发现的手工劳作类“劳动教育”只是三种

劳动教育中的一种，即生产劳动类。教师在突

破原有认知基础上，应更好地挖掘“一篇”文

语文里走出来的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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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劳动素材。比如教学《三月桃花水》《爬

山虎的脚》等课文时，可以依托课文开展为校

园植树、修剪校园爬山虎等“服务性劳动教

育”。除了体力劳动，还可挖掘课文中的劳动

精神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例如教学《牛郎

织女》《精卫填海》等，可以利用文中人物形象

进行辛勤劳动、坚持不懈的劳动精神渗透。把

握好语文的“一课”渗透劳动教育，不是为完

成“文件精神”潦草地布置几个劳动作业，也

不是狭隘地找几个“动手制作”就了事，教师

要充分理解“劳动教育”的内涵，根据三类劳

动教育（日常生活劳动教育、生产劳动教育、

服务性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定位，有意识地

在“一篇”中寻找切合学生劳动教育的线索。

2.	 关注“一类”中的劳动链条

从“一篇”中找到劳动教育线索并不难，

虽然这些线索都是散状的。语文教材是由一

册一册连成的“一套”具有内部逻辑关系的课

程，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中进行劳动教育，不能

只关注“一篇”课文，而忽略“一套”教材。不

能粗浅认为劳动教育与语文教学的结合点仅

在“某一点”，而要看到是很多点串联的一条

脉络。

比如教学《爬山虎的脚》，课后布置劳动

作业“有兴趣的同学回家种爬山虎”。通读

教材，可以发现这“一个”可以成为“一类”。

一年级有《荷叶圆圆》，二年级有《我要的是

葫芦》，三年级有《荷花》，四年级有《白桦》，

五年级有《落花生》，六年级有《夏天里的成

长》，可以在小学六年的语文学习中，进行“种

植类”花、草、树、木的多种本草种植体验，形

成“系统性”的劳动感知。以此类推，语文里

很多这“类”劳动资源可以挖掘。比如“养

殖类”，从低年级的《小公鸡和小鸭子》到中

年级的《白鹅》《蟋蟀的住宅》，再到高年级的

《珍珠鸟》等，可以形成学生观察、养殖家禽、

鸟、虫、鱼等劳动体验。《赵州桥》《桥》《表里

的生物》等课文，为学生“科技类”劳动创造

提供很好的启蒙教育；《守株待兔》《千年圆梦

在今朝》《为人民服务》等课文，又一次次为

学生注入劳动精神教育。随着语文课程的徐

徐展开，随着一篇篇课文的学习，一个个分散

的劳动线索成了一条“线”，环环相扣，扣扣链

接，使学生对劳动的认知、体验呈现连续性、叠

加性，劳动教育的效果也会更好。

二、	实践里：“有目标”的劳动教育

在语文里寻找劳动教育契机，自然是要

放到实践中去，正如古人所云“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实际教学中，劳动

教育并非语文学科的主要教学任务，大部分教

师会随文布置“劳动作业”，以此体现“五育

并举”的落实，往往把“劳动作业”误解为“劳

动教育”，这也是“有教育无劳动和有劳动无

教育问题同时存在”的一种体现。比如《竹节

人》一课，教师“布置”了一项劳动作业：制作

一个竹节人。至于学生做得怎么样，有怎样的

劳动体验和情感体验，是否受到劳动精神的感

悟等都不得而知，一切随意，忽略劳动教育目

标的设计与达成，浅化了“劳动”的价值。劳

动教育与语文教学的结合，不能粗浅认为是

否有劳动作业，而应该定位于是否受到了“劳

动教育”。“劳动作业”的布置并不是“五育并

举”的内涵所求，教师在布置“劳动作业”时

要有清晰的劳动教育目标，并且有一定的评价

方式，才是真正实施劳动教育。以《竹节人》

一课为例，布置的“制作竹节人”这项作业，可

以设置这些目标：

1.	 劳动教育的多角度目标	

作为一个制作类劳动任务，其目标之一

是掌握制作步骤、原理，会做一个“竹节人”。

这是基础性目标，正如《指导纲要》中指出的

“注重让学生在学习和掌握基本劳动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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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过程”。目标之二是感受亲自做成“竹节

人”后的快乐，为自己通过劳动创造出作品感

到自豪。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出快乐幸

福，体验“勤劳”“坚持”“创造”等劳动精神的

熏染，这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指导纲要》中

指出“引导学生感受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

乐，增强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目标之三

是感受事物的变化美、艺术美。几件简单物

件，经过重组变成一个带来快乐的玩具，而且

是有生命的玩伴，似乎一切都“活”了，这是审

美性目标。通过这些目标的达成，逐渐形成基

本的劳动能力和习惯，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劳动

观，培养劳动精神，体验劳动价值。

2.	 语文课程的多层级目标	

“制作竹节人”这项作业的背景是“语

文”，不能单纯设定为单一的手工劳作，是要

从语文课程中走出来的劳动教育，所以必须

有“语文”角度的目标。从“识记与朗读”的

能力层级，应要求能记住并有条理地介绍“竹

节人”的制作过程；从“理解与感受”的能力

层级，应要求通过“竹节人”制作，掌握竹节人

的制作过程，并能用简练的语言写一份“竹节

人”指南。从“积累与运用”的能力层级，可

以要求向同伴介绍自己玩“竹节人”的一个有

趣画面，并让同伴也觉得“有趣”。让学生亲

历实际的劳动过程，善于观察思考，注重运用

所学知识，用“语文”的方式来呈现，这是提高

劳动质量和效率的一种语文表达。

3.	 校本课程的多元化目标	

《进阶式劳育，“善创”少年品格涵育行

动》是本校市级品格提升工程项目，它以劳动

实践为载体，通过创新实践，培养学生知识、技

能、方法、意志、思维、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创新

品质，并通过劳动创新成果的分享交流，激发

学生创新热情和创新智慧，成为“善创”少年。

语文里的劳动教育要有校本课程的目标

体现，所以“制作竹节人”可以有校本化的目

标设置：你能在语文书描述的基础上，用自己

的创意制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竹节人吗？这样，

既继承优良传统，也彰显时代特征，“善创”品

格在劳动教育中孕育与生长，也是劳动教育的

时代符号。

三、	表达里：“有灵魂”的劳动体悟

劳动教育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语文

课本里走出来的劳动教育能更好地体现两者

的融合。在体力劳动方面，种种植物、养养家

禽、做做木匠、科学制作等，这样的劳动教育是

远远不够的，因为不具备“语文”属性。这些

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课程可做，班队活动课程

可做，校本课程可做。这些劳动教育是从“语

文”里走出来的，应该“走回”语文里去，即用

语文的方式，如日记、作文、劳动报告、口语交

际等形式，进行劳动体验的记录、交流、分享，

让劳动教育留下文字痕迹，又使劳动教育成为

创作源泉。这也是语文里走出来的劳动教育

的显著特征。

1.	 体现语文的本质属性

语文的本质属性是“理解并运用语言文

字”。语文里走出来的劳动教育与生俱来就

带着这一属性，烙刻着语文的独特标识。以

《竹节人》为例，如果是其他课程，其劳动作业

就是“做一个竹节人”，而语文教学的劳动作

业是不仅要“做一个竹节人”，还要“写玩具

制作指南”。要想完成这项劳动作业，首先要

“读懂”文本，从文本中提取关于竹节人制作

方面的关键信息，这是“理解”文字的过程。

提取到的关键信息是无法直接成文的，需要学

生谋篇布局、内容排序、语言组织等，这是“运

用”文字的过程。这样的劳动作业是体力劳

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让学生从文字中去认

识、体会劳动的快乐，又从劳动中回应对文字

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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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显语文的单元要素

统编本语文教材在每个单元增加了“语

文要素”。语文要素就是语文训练的基本元

素，包括基本方法、基本能力、基本学习内容和

学习习惯等。每一堂课都要落实语文要素，语

文里的劳动教育自然也要遵循这一点。

比如“复述《牛郎织女》的故事”，其他学

科只要讲个故事,但语文教学不是单单讲完故

事就可以的，而是要锻炼“复述”能力。复述

常见的有简要复述、详细复述、创造性复述。

语文里的劳动教育，“牛郎织女”的故事就要

求学生用不同方式来讲，既从简要复述中认识

语言的简洁美，也从创造性复述中认识美来自

创造；既掌握简要复述的提纲式方法，又掌握

创造性复述的多角度创编路径，紧扣“语文要

素”，抓住基本方法，形成基本能力。在这样

的语文能力的训练中，学生一次次走进故事，

一次次受到“勤劳”“对美好生活向往”劳动精

神的熏陶，“语文”与“劳动教育”相互成就。

文以载道，语文承载着“立德树人”的重

要使命。充分挖掘，合理设计，有效实施语文

里的劳动教育，以劳树德，以劳增知，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让语文里的劳动教育独辟新径，

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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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资源时，不难发现寓言恰

好可以引领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审视和改进

自我品德。教师可通过研究教材中的寓言故

事，将其中的道理完整、直观地传达给学生，帮

助学生收获人生道理。教师在助力学生了解

寓言所含道理时，可先让学生思考：“故事中

陶罐和铁罐的结局截然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学生能够略道一二，在

此基础上，带领学生从人物语言与神态的描写

入手，分析人物性格，过渡到道理的分析及认

知。课后，可为学生推荐同类的故事，帮助学

生感受寓言故事蕴含的深意，逐步尝试自辨

是非。

在上述案例中，教师对于教材中含有育人

因素的内容进行了适当开发，使教材资源被充

分运用。教师自然展开课外拓展，使得语文学

科的育人价值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提升空间。

总之，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是显著的，具

有积极的影响力。只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和发展需求，便能有效加强语文学科育人功

能，助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促进

道德品质和思想情感的升华。

参考文献：

[1]  刘秀峰 .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五育”，提

升育人功能 [J].新课程 ,2022(08):172.

[2]  杨 玲 .浅 谈 小 学 语 文 教 学 中 的 育 人 之

“道”[J].天天爱科学 (教学研究 ), 2021(09): 

135-136.

（上接第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