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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融合劳动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
冯立春

（四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吉林 四平 136099）

摘要：初中语文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培养劳

动者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劳动教育在初中教育中不被特别重视，这就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不断强劳动教育。本文首先分析了劳动素

养教育的重要意义，接着对劳动素养与初中语文课程融合的实施策略做了具体介绍，阐释了劳动教育对培养有正确劳动观、劳动能力、

劳动品质学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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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多少年来，为人师就担任着教

书育人的神圣使命，那么，为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是我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必须深思和践行的问题。培养劳动者是社会主

义教育目的的总要求。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离开劳动，不可

能有真正的教育。”那么结合初中语文的教育教学工作，如何为

培养劳动者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论述。

一、劳动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会议呼吁“要在学生中大力提倡劳动精神，引导学生崇

尚劳动、尊重劳动”，2018 年 4 月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

科班学员的回信中写道“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并就劳动教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如：“在劳

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深刻阐述了劳动教育的

重大意义。教育部于 2020 年 3 月下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同年 7 月下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2022 年 4 月，《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公布，要求劳动课成为独立学科，走进中小学校的课堂。

课程标准制定了不同的学段目标和任务群，为中小学实施劳动教

育提供了操作指南。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劳

动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中小学生的思维发展、品德发展

及体质增强具有重要价值，劳动素养教育与语文教育之间更存在

内在的联系。首先，语文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劳动元素和文化内涵，

如古诗文中对农耕生活的描绘，现代文学作品中对劳动者形象的

刻画等，这些都是进行劳动素养教育的宝贵资源。其次，语文教

学过程中的写作、讨论等活动，可以模拟真实的劳动场景，让学

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体验劳动的意义。再次，通过阅读理解和文本

分析，学生能够理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念。因此，将劳动素养教育融入语文教学，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

还能够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劳动素养与初中语文的融合方式。

一是利用课本进行劳动素养的培养，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

对劳动的认识和尊重。从学生学过的小学的课文入手，知识的延续。

如：《落花生》《挑山工》《悯农》等。

初中语文教材中劳动教育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将不同年

级或同一年级的有关劳动教育的文章进行整合，如《回忆我的母

亲》《白杨礼赞》《愚公移山》等，通过对比阅读，讨论互动等

方式体会不同形态的劳动意义。如，《回忆我的母亲》和《大堰

河一一我的保姆》等课文，通过描述贫苦妇女的艰辛劳动，让学

生真切感受到劳动的辛苦与价值。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

治家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记录了母亲的聪明能干、整

日忙碌、任劳任怨、坚韧顽强，正是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妇女，

这位伟大的妈妈的崇高品格，教会了朱德同志与困难作斗争的经

验，教会了朱德同志生产知识和革命意志，从而他更好的尽忠于

民族，尽忠于党，尽忠于人民。这篇课文在学习后，要求孩子们

写一下自己的母亲的勤劳、善良等优点，作文里呈现了一个个伟

大的母亲形象，达到了教育效果。在反复读《植树的牧羊人》后，

就会在眼前展现出一个画面：从他的把破旧的房子修整到现在的。

严实，一滴雨水也不漏，可以看出他的勤劳。从他把房间收拾的

很整洁，餐具洗得干干净净，地板上没有灰尘，猎枪也上了油，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也是劳动的结果。通过他的

刮胡子，衣服扣子缝的结结实实，炉子上还煮着一锅热腾腾的

汤，说明他热爱生活，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再通过他的动作描写

“拿”“到”“跳”等动词，写出牧羊人在选橡子时一丝不苟的态度，

表现出牧羊人种树的认真和耐心。《台阶》《桃花源记》《卖炭

翁》《归园田居》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

劳，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生在不同时代的劳动地位、劳动价值，

对学生的职业规划也起到了启示。

二是文学作品当中的劳动再现。按照初中生的阅读要求，对

必读书目中有关劳动的过程叙述、场景描写、人物刻画、情感升华、

价值体现等方面进行引导，以读书交流的方式进行，提升了学生

的感性认识，也为语文教学的阅读、写作需要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们只就一个小细节展开讨论，让孩子们畅所欲言，更加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然后对劳动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如我们讨论过《西

游记》中的孙悟空，在初任弼马温一职时，他很高兴每天尽职尽责，

因为他觉得这个职务对他来说是一种认可，是天庭给予他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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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他突然发现，这管马的活，是天庭上比较低等的工作，

然后他就大闹天宫，逃回他的花果山，这是为什么？同样在做一

件事儿，为什么他前后的感觉做法反差这么大呢？那就是说，关

于劳动价值，也就是认知，从而引导学生明白，职务、劳动没有

贵贱之分，所谓的高低是认知带来的，为学生应对压力减轻负担

起到引导作用。唐僧的心无旁骛，一心向七天求取真经，一路上

历经磨难，但是痴心不改，终于求得真经，修成正果。他在取经

过程当中，不也是在认真的完成一项劳动任务吗？还有《红楼梦》

里关于各种饮食文化，无一不是劳动的精细化带来的效果；《三

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也是职场认真履职尽责的典范；《水浒传》

中最窝囊的武大郎还有谋生的手艺做烧饼呢 ......

三是以劳动为主题的作文练习。近几年来，四平市各校以不

同的方式为学生创造劳动的条件，营造劳动的氛围，如：铁东区

教育局从 2021 年就开始设立劳动周，从简单的清扫校园、餐具自

洗、烹饪制作、春种秋收到创新创造类的旧物改造、废品利用等，

产生了一个个小鲁班、小厨神、种菜能手等。他们还参加了四平

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组织的研学活动。研学活动更是丰富

多彩，劳动的参观、参与、体验自己的劳动成果，使得学生笔下

生辉，洋洋洒洒的小作文记录着劳动实践过程，记录着体验、感悟，

记录着对劳动中展现的意志力、价值观……会画画的同学还用画

笔勾勒出来劳动时展现出来的形体美，一篇篇心得，一幅幅劳动

场面的图画，变成了力量，一种让人热血沸腾、催人奋进的力量。

一位同学在劳动心得时写到，那天我自己在家，心情烦躁，于是

我开始拖地、整理东西，把家里的沙发都换了个角度，把玩具熊

也摆成最舒服的姿势……累了，躺在沙发上，重新观察这个陋室，

突然感到阳光明媚，未来可期。我收集了近三百篇初中学生的劳

动心得，不同层度表达出劳动能调节人的情绪的文章占比 28%。

还有绝大多数学生都能从劳动的过程中，从微小的瞬间，感受到

生活中的细碎美好，并从中感悟到美好生活来源于劳动，劳动人

民最光荣，是劳动人民用劳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铸就了历

史的辉煌。孩子们在劳动中汲取能量，成为面对未来的定力支撑。

四是语文和其他学科紧密融合，如历史、政治、艺术等进行

跨学科融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劳动的意义和伟大，让学生深

深地领悟到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财富，从而更深地理

解劳动是一切美好的缔造者。在讲解《卖炭翁》时，让学生查一

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历史的角度体验到当时的社会当中阶级对

立，劳动人民如果无论是付出多少艰辛，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水

深火热当中。通过“伐薪”“烧炭”，就可以看出劳动过程的漫

长和程序的复杂，从而感觉到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从“满面灰

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肖像描写，表现出劳动的艰辛。

从艺术的角度文章通篇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了卖炭翁从伐薪、

烧炭、卖炭到炭车过被抢的过程，讲了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增

强了文学的艺术性，也可对学生及时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把劳

动教育要进一步升华。

三、在总结反思中强化劳动教育

（一）劳动教育要一点点来，不可强度过大

在劳动教育与课程相融合的过程中，我渐渐感觉到大多数学

生对于劳动的新鲜感过了，身体有累的感觉后就开始懈怠了，缺

乏持久力、缺少韧性，为此，我们在设计劳动实践时根据结合学

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学生的劳动教育方法。在劳动教育融合

的课后小结中，我们讨论过，对初中学生进行劳动素养培养的目

的是让他热爱劳动，增强劳动意识，而不是让他掌握多少劳动技

能，完成多少劳动任务，只是让他进行了解、认识、体验，从而

提升自己的劳动素养。所以呢，不要让学生在一次劳动实践中累

躺，要有个循序渐进过程。例如，在带领学生去食堂助炊时，我

们先让学生去地里采摘白菜、芹菜，然后清洗干净，做成饺子馅儿，

再和面、擀皮，这些只是一个示范的过程，包括饺子馅的搅拌过程，

学生都只是用小盆做一做体验。其他的都是由食堂的工作人员进

行。在进行具体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学生也是体验一下包饺子的

过程，包三五个就可以了，而不是让学生把所有的饺子都包完。

这样呢，学生对下次包饺子有期待，乐于参与，有 80% 以上的家

长都反应孩子在学校参加完包饺子实践后，回家主动要求包饺子，

还积极参与其他的家务劳动，反响非常好。个人认为，只是让孩

子们懂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做，而不是给

他加大很多的劳动量，让他产生疲惫感，厌恶劳动。

（二）让学生体验劳动带来的幸福感和价值感更有利于学生

劳动素养的培养

如：班级值日过程当中受到老师的表扬，帮助老师对一些实

验器材整理、清洗，帮老师收集作业，给同学辅导功课等，这些

简单的劳动受到老师的表扬，孩子们的幸福感和体验感就会更强。

尤其是在孩子帮助爸爸、妈妈做好晚饭，等着辛苦一天的爸爸妈

妈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予他们的真心疼爱，以及老师在

班队会上对他们的表扬，更让孩子充分体验到因为自己的劳动带

来大家的认可，从而提升了幸福感和价值观。还有的学生在种植

的蔬菜、花、树，他们每天为其浇水，时时关注它们的成长，并

把这个成长过程写在日记里，属述笔端，学生很有成就感，真正

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

总之，培养初中生的劳动素养，让其与初中语文课程相融合，

需要语文教师好好把握教材，以点带面，启发、引领、推动、创

造语文课程与劳动教育的融合点，在实践中育人，引导学生热爱

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最光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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