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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联动，挖掘劳动教育育人价值
——以深圳市光明区实验学校小学部为例

林　茂

（深圳市光明区实验学校，广东 深圳 518132  ）

摘要：目前在大部分学校都有劳动教育课程，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被其他课程占用等，进而不能充分保证劳动课的教学时间，

因此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难度较大，还有部分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缺失或开设不足，劳动教育课程被边缘化。

我校之前虽有开展劳动教育，但主要是依赖“综合实践”课程，可我们发现，有时看似十分简单的，甚至是必须掌握的生活自理劳动技能，

很多孩子都无法掌握，这些并非在教材之内，却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例如叠被子、系鞋带、扫地、拖地等。在小学低年级放学后的教室里，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家长代劳值日的身影，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系统化、长程化、日常化的劳动教育，将“劳动育人”的价值观念，

渗透到学校教育当中，并结合实际的劳动教育多元评价研究，理论指导实践，以体验促发展。

关键词：挖掘劳动；教育育人

    一、家校沟通，共建劳动项目细则和评价形式

关于小学劳动技能，学生要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评价，其

实已有大量可借鉴的经验。但考虑到时效性和地区差异，我们还

是决定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进来，共同开发他们想学或者说十

分有必要性的劳动技能。对此，我们在各年级分发了调查问卷，

如图 1： 

图 1

问卷中真诚地征求了学生与家长的意见，他们也从自身的需

求出发，提出个性化的建议，对我们的劳动技能项目设计有很大

的启发。最终，我们从系统化、长程化的角度考虑，推出了我校

的劳动技能考核细则表，如图 2（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以四年

级劳动技能项目为例）：   

图 2

从图例可以看出，考核分居家考核和校内考核，有详细的步

骤和时间要求，这也是具体评价的依据。各年级的内容不同，逐

层递进，如烹饪菜品，难度从低到高，形成递进性、系统性，年

级从一年级至六年级，又体现出时间维度的长程性。

二、居家考核与校内考核相结合，落实劳动日常化

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虽然有高中低段之分，但总体来说，

他们的自觉性和责任意识都还不够，主动地去学习或劳动的意识

缺乏，即使部分孩子有劳动意识，也是少数时间或个别时候，很

难持久。那么怎样将劳动融入到孩子们的生活中，使之日常化呢？

我们将一些日常家务劳动布置下去，如整理衣柜、做早餐、

洗碗等进行居家考核，让家长记录孩子劳动的过程，或拍照，或

拍视频，然后再上传至班级 QQ 群，进行线上打卡、互评。可别

小看这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因为要放到班级 QQ 群里，所

以孩子们还是非常看重的。首先孩子们会觉得劳动是光荣的：我

在家里会做这个，能做那个，是一件令家长和老师自豪的事情；

其次，作为拍摄者的家长，同时也是参与者和指导者，她们手把

手教孩子劳动，让孩子在学会劳动技能的同时，也感受到家长平

日的辛劳，而看着孩子从一无所知、无从下手到轻车熟路的过程，

家长也感到无比欣慰。

当然，我们还定期在学校进行劳动技能考核，把在家学到的

劳动技能在班级当众展示，并用具体的评分细则来进行考核，看

看孩子们真实的劳动水平，并对表现优异的孩子进行奖励，以激

励所有参与者。每次的校内考核，我们都有邀请家长来担任评委，

使家校联动更加紧密，也让家长了解到学校劳动课程的系统化和

标准化。如图 3：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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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活动助力，在体验中感悟劳动

我们还将劳动教育延伸到学校社团和班队活动中，将劳动教

育与学生社团开展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相融合，与班队的系

列化主题活动相融合，挖掘学生劳动潜力，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实验学校旁边的茅洲河，是光明的母亲河，但几十年前由于

环境破坏严重，清澈的茅洲河变得污浊不堪、臭气熏天，好在近

年来深圳以啃“硬骨头”的勇气，决胜治水提质攻坚战的决心，“铁

腕”治理茅洲河，目前茅洲河的水质大为改善。而实验学校的学

子们响应茅洲河治水提质攻坚战的号召，开展“筑梦河未来，光

实义起行”保护茅洲河志愿服务，定期开展清理茅洲河义务劳动，

如图 4：

图 4

在清理垃圾的过程中，这些志愿者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小

志愿者一手拿着垃圾回收袋，一手拿着垃圾钳，猫着腰，认真地

将捡到的垃圾及时地收到垃圾袋里。有的小志愿者一边给路过的

市民发放《保护茅洲河的倡议书》，一边有条有理地向大家耐心

地讲解保护茅洲河要从你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同时，我校

自然社社团的小志愿者们发挥自己的“专业力量”，通过水质检

测器现场测试水质、茅洲河治理前后图片比对等方式，向大家介

绍茅洲河综合治理后水质明显变好。

     

图 5

目前，我校已被评为光明区环境教育实践基地，如图 5，这

是对我校劳动教育、社团开展的综合评价，也一直推动着光实学

子在承担社会责任、保护环境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班队会，一直是我校渗透劳动教育的主阵地，而开展系列班

队活动，则能更好地让学生在体验中真生成、真发展。例如我校

李远城老师的《我们大家爱劳动》主题班队活动。

劳动节来临之际，李老师与学生一起思考在劳动节里能做什

么，在共同商议之后，他们策划出了如下活动：小队名称分别是：

快乐小队；优秀小队；阳光小队；光明小队；星星小队；大豆小队；

彩虹小队，活动主题分别如下：爱劳动，享美食；我服务，我快乐；

浇花草，美农场；迎五一，巧手秀；入工厂，真实践；庆五一，

DIY 蛋糕； 烘焙师，做饼干，学生要求分别如下：写策划书，买菜、

洗菜、择菜、做菜，学唱歌曲《今天我做饭》；写策划书，做服

务员，表演小品《小小服务员》；写策划书，浇花拔草，学唱《劳

动三字歌》；写策划书，体验自拍杆包装、现场展示包装过程；

写策划书，做蛋糕，现场表演蛋糕雕花；写策划书，做饼干，现

场分享饼干，家长要求分别如下：提供活动场所、带小孩逛菜市场；

提供活动场所；提前联系光明农场；提供活动场所，准备折纸材料；

提供活动场地；提前联系蛋糕店；提前联系烘焙坊

于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两天开始，二（6）小火星班

的七个小队，各自开启了小队的劳作之旅。而这样的班队会，对

于我校来说已是常态。五一节年年都过，不过在有些老师眼里，

无非就是多放几天假，口头告诫学生要自己动手，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然后不了了之。但是真正需要将口号落到实处，就需要教

师有捕捉机会、资源的眼光，组织学生主动与各方面人士进行沟通，

比如与食客、与工人、与花工的交流，从而最大限度挖掘劳动中

的育人价值。小小服务员，看似简单，但算钱、服务、打扫等能

力却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去体验流水线工人的工作，明白工作不易，

更深层次地获得职业体验，明晰自己的学习方向，同时，更加了

解了父母日常工作的艰辛，在亲子交流中加深情感。这样的班队

活动，得到社区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不作秀、真实践，不少同

学通过亲身实践、体验感受，学会了新的技能，他们已经将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理念根植于心。

四、搭建各级平台，展现劳动风采

虎年寒假，疫情纠缠不已，我们居家学习沉着应对。为安排、

管理好同学们在家的学习生活，我校策划发出“每日坚持劳动”

的倡议，鼓励同学们在居家学习期间积极开展力所能及的劳动，

围绕居家卫生、收纳整理、休闲娱乐、创意“智”造、烹调美食、

保健清洁等内容，用文字、图片、视频记录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成果，

引导全校师生和家长运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地点和有限的资源

开展劳动教育。与此同时，为激起同学们的劳动热情，让他们的

作品得到更好的展示，德育处发起了——智雅少年“居家小厨神”

云端比。如图 6：

    

图 6

云端晒，同学以锅作琴，米饭鸡蛋作弦，勺子来指挥，油盐

酱醋来配乐，锅碗瓢盆来伴奏，烹调一份炒饭，烹制了一份孝心！

光实少年们亲自实践，体会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总之，我们以家校社联动的方式，以多元评价形式促劳动教

育的发展，以期形成长程化、系列化、日常化的劳动教育模式，

并形成我校德育特色，充分发掘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让孩子们

在劳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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