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金海：浅析劳动教育的主要形式  

 

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美好生活。2020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

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

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加强政府统筹，拓宽劳动教育途

径，整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力量。家庭劳动教育要日常

化，学校劳动教育要规范化，社会劳动教育要多样化，形成协同

育人格局。  

综合而言，开展劳动教育应以校内劳动教育、校外劳动教育以

及家庭劳动教育等为主要形式。  

 

一、校内劳动教育  

《意见》指出：“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学校要

切实承担劳动教育主体责任。明确学校劳动教育要求，着重引导

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系统学习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根

据学生身体发育情况，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统筹安排课内

外时间。组织实施好劳动周，小学低中年级以校园劳动为主，小

学高年级和中学可适当走向社会、参与集中劳动。”  

这无疑对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作用、责任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校内劳动教育的开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学校课程教学体系。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

育内容的主要载体，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意见》指出：“整体优化学校课程

设置，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国家课程方案和职业院校、普通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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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学校可以结合当地资源，以主题模块的形式，开设家政、烹

饪、手工、园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课程，把各学科课程的社会实

践要求与综合实践活动有机整合，通过课程设置与教学创新，实现

对学生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意识、劳动精神等方面的系统培

养。 

当然，课程教学需要体现实践化导向，因为劳动本身也是一种

实践活动过程，需要每个人亲身参与、亲自体验，在参与中感悟，

在体验中创新与创造，真正在劳动过程中锤炼意志品质，提高技术

本领。正如钱旭红所言：“之所以不少发达国家都在学校课程中嵌入

劳动，因为劳动教育的本意是注重过程、感悟过程、在过程中得到

启发和升华，传递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价值观。” 

二是注重营造劳动教育环境。学校是育人的机构和场所，以往

劳动教育在学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营造良好的劳动教育环

境，使得校内劳动仅仅有形无实，没有能够有效开展。在国家大力

倡导并重视劳动教育的今天，学校无疑需要重新关注劳动教育，重

新定位劳动教育，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为校内劳动教育的有效开

展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在校内劳动教育中有劳动场所、有劳动教

育师资、有劳动项目、有劳动教育经费、有劳动教育内容，接受真

正有效的劳动教育。 

三是明确劳动教育任务。明确劳动教育任务有助于避免教育过

程中的盲目性，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有的学校为了让学生

养成卫生习惯，每天组织学生自主检查学生宿舍、教室、停车区和

清洁区，定期开展文明宿舍、文明班级评比活动，并把评比结果与

学生品德考核挂钩，督促学生养成日常劳动习惯，教育学生学会珍

惜自己的劳动，学会爱护幽雅的校园环境等。有的学校把校内劳动

教育体现在学生每一天的校园生活中。每学年开学，学校将整个教

学楼根据班级数量进行区片划分，每个班级分到属于本班的责任区



域，从开学第一天起，学生每天固定在早读前、大课间、午休后、

放学后打扫卫生区，他们的每一天从劳动开始、以劳动结束，将“干

净、有序、读书”的校风践行在每天的劳动中。 

四是注重劳动教育评价。教育评价既是检验、监测，也是鞭策

和改进。劳动教育评价体现了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通过关注学

生在劳动中的表现，可以进一步发现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不足，改

变不良的劳动行为，所以重视劳动教育的评价有助于把劳动教育做

实、做细、做深。 

劳动教育评价有助于学生在劳动教育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劳动体

验与感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劳动技术能力，有助于促进学

生劳动意识、劳动精神的养成。有的学校要求每名学生制作劳动视

频以供抽检和分享。每个孩子的劳动作业将得到一个整体评价：平

时检测 70 分，视频汇报 40 分，社会实践和义工活动占 5 分，最终

结果将计入《小学生素质综合评价手册》，纳入期末“三好学生”“优

秀少先队员”评比。 

当然，开展校内劳动教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需要学校有

计划、有组织、常态化地开展下去，只有长期坚持，才可能让学生

深刻地理解劳动，才可能更多地参与劳动、体验劳动，进而形成劳

动本领。 

例如，湖南民族职院附小在楼顶开辟菜园，让学生轮流体验劳

作的乐趣。随后开展“周末我当家”“食堂我当家”“我是小交警”系列活

动，同时在不同年级开展缝衣服比赛、穿戴比赛、钉纽扣比赛等。

15 年过去了，学校的劳动教育从没间断，还有了新的内容和内涵。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和需求，学校开设了一系列劳动教育

课程，一、二年级引入陶艺课，三、四年级设置了电工、木工、缝

纫、刺绣等课程，五、六年级有厨艺课。进课表，进课堂，有专门

的教室、专业的教师，这些劳动实践课已经在湖南民族职院附小形

成了自己的体系，每门课程都有各自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

评价等。 



二、校外劳动教育  

 

《意见》指出：“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充分利

用社会各方面资源，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  

学校作为劳动教育实施的责任主体，要内外兼顾，在做好校内劳

动教育的同时，也应关注校外劳动教育。校外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校

外是一个大课堂，校外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学校仅靠校内的资

源环境条件则难以满足学生接受劳动教育的需求，需要充分利用校外

大环境、大课堂、大世界这些丰富的资源，让学生更多地走进自然、

亲近自然，走进社会、接触社会，体验农业生产活动、工业商业和服

务业的实习实践活动。 

一是去农村体验农业生产劳动。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农村的生

产、生活都很值得中小学生去体验、去感受。由于当前东部以及中部

发展较好地区的农村农业生产活动基本是机械化操作，手工式的生产

劳动较少，学生也就很难更好地去体验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因

此，应鼓励广大中小学生去中西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去感

受、体验那里的农业生产劳动。 

学校可以安排一周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在农村农忙时节去体验和

感受农业生产活动。学生可以在播种的季节体验播种、浇水、施肥；

可以在收麦子的季节体验用镰刀收割麦子、脱粒等；可以在秋收的季

节体验采收玉米、花生、黄豆、棉花等。学生在落后地区的农村参加

劳动，一方面直接体验了劳动过程，感受劳动的辛苦，了解劳动的基

本环节及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一些家庭减轻劳动负担，尤

其是那些缺乏劳动力的家庭。 

除了让学生体验生产劳动过程之外，还可以让学生感受体验一下

农村的艰苦生活，真正感受到劳动果实获得不易，感受农民生活的朴

素与朴实，这是学生在学校难以获得的知识、体验与感悟，从而能够



进一步增进学生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认识，增强劳动意识，激发好

好学习、增长知识和增强技能的动力。 

二是去工厂体验工业生产劳动。工业生产劳动是有别于农业生产

劳动的，是一种机械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流水线式的劳动过程。工

业生产劳动过程是对农业生产劳动成果或自然资源的再加工、再生

产、再制作的过程。 

o 例如，学生进入食品加工厂，体验从原材料进厂到上流水线到出成

品的完整过程，了解不同食品产出的过程以及食品安全的保障等

知识。 

o 学生进入服装加工厂，感受和体验不同服装的设计、生产、生成过

程，感受每件衣服制成的精细化过程。 

o 学生进入工艺品加工厂，感受原材料成为艺术品的完整过程，感受

和体验工人师傅的工匠精神与负责任的态度。 

学生去工厂体验工业生产劳动的同时，也体验和感受工人师傅的

生活状况，了解不一样的生活。总之，工业生产劳动是我国现代化进

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劳动形式，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就没有我国

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实现我国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感受

和体验工业生产劳动过程可以让学生了解我国工业生产发展过程，了

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内涵，了解工人工作的不容易，了解

并尊重工人的劳动成果，亲身体验科学技术创新、劳模精神养成、工

匠精神培养、负责任的态度等。 

三是去商业和服务业领域体验实习实践活动。商业和服务业是社

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社会越发达，商业和服务业发展

水平越高、越繁荣。 

中小学生很有必要在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开展实习和实践活动。例

如，学生可以进入商品零售业市场，真正去体验和感受产品是如何交

易流通的，学习与人沟通交往、推销产品、尊重顾客，感受开展商业



活动的辛苦与不易。学生可以进入酒店体验服务生工作，参加酒店卫

生打扫、菜品推荐、点餐服务等工作。 

让中小学生提前进入商业和服务领域开展与其年龄相称的力所能

及的劳动，对其更直观地认识商品交易活动、人与人的交往交流活动

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其在上学期间积极进行自我职业生涯规

划、认识自我职业兴趣、发现自我职业发展潜能具有积极意义，避免

学生不了解某些劳动而产生歧视、逃避心态，甚至眼高手低。 

开展校外劳动教育须将校外劳动纳入学校整体教育工作计划，多

样化、多类型地推进。比如，《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

园）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校外劳动纳入学校的教育工作

计划，小学、初中、高中每个学段都要安排一定时间的农业生产、工

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习等劳动实践，要在手工技艺体验、农业劳

动实践、工业劳动实践、职业生活体验、社区服务实践等方面为学生

提供劳动教育实践机会。 

例如，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开展为期一周的

学农活动，通过开设农业与生产、农业与生活、农业与创意、农业与

文化等课程，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和体验农业生产，培养学生的自立自

理能力、动手能力，增强合作意识、集体观念及人际交往能力等。 

 

三、家庭劳动教育 

 

《意见》指出：“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注重抓

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

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

的家务劳动技能，每年有针对性地学会 1～2 项生活技能。家庭要

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家长要通过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潜

移默化，让孩子养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多父母对孩子疼爱有加，甚至是

娇生惯养，很多孩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一味地索取和获得，而没

有机会去亲身接受风吹雨打，去主动参与，再加上学业负担重、学习

压力大，导致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很少或几乎不做家务，也认

为不做家务事无足轻重、无伤大雅，不愿、也不会做家务。因此，让

孩子积极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不仅要改变观念，也需要通过行动落

实，真正让每个孩子都能意识到家庭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

应该为家付出、负责，都需要为家尽一份力、尽一份责。 

一是根据孩子的身心发育特点有针对性地布置任务。朱熹专门为

儿童编写了《童蒙须知》，要求儿童从衣服冠履、洒扫涓洁做起，衣

服帽子要保持洁净，要折叠整齐，不能散乱到处放，自己居住的地方

要勤洒扫，书桌要勤拂拭，笔墨纸砚置放在固定地方等。孩子处于不

同的年龄阶段，其身心发育特点不一样，其认知水平与理解能力也有

差别，所能够做的家务也应该有所区分。 

例如，一份美国孩子的家务劳动清单值得借鉴。 

o 9～24个月：可以给孩子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让宝宝自己把

脏的尿布扔到垃圾箱里。 

o 2～3岁：可以在家长的指示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或当家长请求帮

助时帮忙拿取东西；帮妈妈把衣服挂上衣架；使用马桶；刷牙；

浇花；晚上睡前整理自己的玩具。 

o 3～4岁：更好地使用马桶；洗手；更仔细地刷牙；认真地浇花；收

拾自己的玩具；喂宠物；到大门口取回地上的报纸；睡前帮妈妈

铺床；饭后自己把盘碗放到厨房水池里；帮助妈妈把叠好的干净

衣服放回衣柜，把自己的脏衣服放到装脏衣服的篮子里。 

o 4～5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独立到信箱

里取回信件；自己铺床；准备餐桌，饭后把脏的餐具放回厨房；

把洗好烘干的衣服叠好放回衣柜，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穿的衣服。 



o 5～6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帮忙擦桌

子；铺床/换床单；自己准备第二天去幼儿园要用的书包和要穿的

鞋；收拾房间。 

o 6～7岁：不仅要熟练掌握前几个阶段要求的家务，并能在父母的帮

助下洗碗盘，能独立打扫自己的房间等。 

二是家长不能把家务劳动简单化。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陪伴，

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同样需要家长的陪伴与指导，不能把家务活儿一推

就不管了。有的家长让孩子去涮锅、洗碗、打扫卫生，自己却在打麻

将、玩手机等，这样无疑会让孩子觉得家务劳动是个负担，不能体验

到劳动的快乐。这样的劳动教育不能培养良好的劳动意识，忽视了家

务劳动的育人价值。所以，一方面，家长要更多参与、陪伴、指导孩

子，与孩子共同参与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家长要多鼓励孩子，并起

到榜样带头作用。 

孩子有时觉得做家务是浪费时间，认为家务劳动都很简单，自己

都会，根本不需要做，这就需要父母给予孩子以正确的引导。在自己

努力做好家务的同时，鼓励孩子多参与一些劳动，要精心设计激励办

法，让孩子有成就感。要让孩子认识到做家务不仅仅是自己花时间做

简单的事情，家庭的事情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每个人都要负起责

任，每个人都要为家庭的和谐与舒适付出自己的劳动，多一份劳动、

多一份付出，就会多一点舒适、多一些温馨、多一些幸福，在长知

识、长技能的过程中，收获了成长与幸福。 

三是深度挖掘家务劳动的育人价值。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港湾，父

母是孩子成长中的最亲近的老师，家务劳动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孩

子劳动知识与技能的获得、劳动习惯的养成、劳动精神的形成、对劳

动成果的尊重等，都离不开家庭劳动教育的浸染与渗透。这就需要父

母真正重视孩子的家务劳动，要抛弃只要成绩、不要劳动的错误观

念，要让孩子经常参与家务劳动，引导孩子自己规划设计家务劳动，

鼓励孩子创造性完成家务劳动。要让孩子掌握劳动的技能技巧，掌握

与人合作的方式方法，体验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与人生的快乐，进一步



增强孩子的自立、自理意识与能力，让孩子在实践中、在劳动中成长

与发展。 

适度的家务劳动会让孩子更加具有独立自主意识，更加具有自

信、自强的意识，更加具有合作探究精神，也能够更积极地面对生

活、面对世界、面对人生，具有良好的素养与过硬的生活本领，从而

更好地走进社会、融入社会，迎接并完成一个又一个挑战，实现自我

完善与超越。 

家庭劳动教育要日常化，要孩子在持续的家庭劳动中升华自己的

劳动意识、养成劳动习惯、形成劳动精神，没有长期的持续的家庭劳

动及其教育，孩子很难形成良好的素养与品质。因此，家长要尽可能

开拓思维、创新方式、创造条件，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劳动教

育环境与氛围，让孩子在家愿意劳动、乐于劳动、善于劳动，充分发

挥家庭教育的价值，使孩子充满自信地接受学校与社会带来的挑战，

进而顺利融入学校与社会。 

 

来源|《中国德育》2020年第 13期 

作者|徐金海（中国教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