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降时节，富春江畔，浙江省杭州市富阳

区富春七小的学生们上山摘甜柿，下地拔萝

卜，在田野间快乐劳动；教室里，上海市闵行

区浦江第一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们在劳动课上

学习整理储物箱等技能；操场上，云南省昆明

市五华区龙翔小学的“小小校园美容师”们正

在维护公共设施，美化校园……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

近日，记者从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

推进会上获悉，3 年来，各地把加强中小学劳

动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中小学劳动教育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劳动

实践深入开展，条件保障不断强化，家校共育

持续深化。学生们在劳动中动手实践、出力

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努力培养正确劳

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课堂内全科渗透

“劳动的果实最美”

讲述人：四川省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新

区）四年级七班学生 吴若溪

我们学校的梅园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是我和同学们一起铺的。老师鼓励我们，可

以自己设计校园美化方案。我就和几个同学

组成小组，开展铺草皮方案大比拼。

首先要实地测量，获得数据。我们结合

数学课上的知识，用老师借给我们的皮尺，量

出草坪长 7.2 米，宽 6.6 米，算出除去中间砖块

的面积约为 45 平方米。

接下来是清理地面和松土。这个过程还

是很辛苦的，尤其是拿锄头松土的时候，因为

土有点硬，同学们手上都磨出了泡。但劳动

结束后，看着松软的泥土，我们觉得很有成

就感。

接下来，我们上网查询草皮种类和价钱，

选择了性价比最高的草皮。老师买到草皮

后，我们自己动手，一块一块铺好。这块草地

是我在学校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

出力出汗了，劳动的果实最美！

石笋街小学党总支书记余军告诉记者，

这是学校开展劳动教育项目式学习的案例。

“我们不仅开设劳动必修课，还开发融合课

程，注重挖掘各学科中的劳动元素，引导学生

在劳动中手脑并用。”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劳动教育是“一

育”，不只是“一课”，既要开好劳动教育专门

课程，也要全科渗透，将劳动教育的思想观念

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如今，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各学校开发

“劳动+”系列课程，打造劳动教育“金课”；在

山东省郓城县侯咽集镇黄岗小学，学生们在

“七彩葫芦”课上种葫芦、画葫芦、写葫芦，在

做中学、学中做；湖北省恩施市硒都民族实验

小学开辟“和美农庄”，学生们在信息技术课

上记录农事活动，在科学兴趣小组研究土壤

改良……根据《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各地落实中小学劳动教育课平均每

周不少于 1 课时的要求，并注重在学科中有

机渗透劳动教育。

“要将劳动观念和劳动精神有机融入各

学科、各学段，贯穿学科育人全过程。”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郝志军表

示，除了在教学内容上渗透劳动教育，还可以

通过恰当的课程实施和教学方法实现劳动教

育目标，例如通过项目式学习，促进学生在劳

动中完成学习任务。

课堂外广泛实践

“孩子们眼里更有光了”

讲述人：山东省临沂市半程中学教师

李玉杰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初中，一些孩子刚

入校时基础不太好，比较迷茫。学校把劳动

教 育 、兴 趣 社 团 、职 业 引 导 有 机 结 合 ，建 了

4000 多 平 方 米 的 劳 动 教 育 中 心 ，开 设 了 烹

饪、机电、3D 打印等 30 多个劳动兴趣社团。

每天课后服务时间，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跑到

兴趣教室，有的摆弄螺丝刀、练习家电维修，

有的研究编程……

作 为 老 师 ，要 注 意 发 挥 劳 动 的 育 人 功

效。我们先讲解说明，再指导学生操作，还会

组织讨论，让他们在真实的劳动中习得技能，

学有所获。

我高兴地发现，有些平时的“小淘气包”

通 过 尝 试 不 同 劳 动 项 目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兴

趣，树立了理想，孩子们眼里更有光了！这

些年，我们有 30 多名毕业生在各级技能比

赛 中 获 奖 ，有 的 还 登 上 了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的

赛场。

劳动教育有显著的实践性，要广泛开展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通过劳动实践，很多曾经在课上无精打

采的孩子成了‘小能人’‘小达人’，找到了内

心热爱，学到了一技之长，最终实现了职业理

想。”半程中学校长雷明贵说。

采访中，有专家指出，劳动是手段，育人

是目的。既要防止坐在教室里讲劳动，也要

防止只有劳动没有教育。要通过真实的劳

动体验，出力流汗，让学生接受教育。“要把

握 好 劳 动 教 育 活 动 的 组 织 方 法 ，做 到 有 劳

动、有教育。”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

院副院长曲霞建议，教师应抓住劳动教育的

关键环节，通过讲解说明、淬炼操作、项目实

践 、反 思 交 流 、榜 样 激 励 等 ，实 现 劳 动 教 育

目标。

“我经常去学校的劳动基地，学会了刨红

薯、摘山楂。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美滋

滋的！”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的“劳动榜样星”蔡骐蔓同学开心地说。该校

教师介绍，调查显示，学校加强劳动教育以来，

学生中乐于主动参加劳动的人数不断增加。

孩子的变化，家长们也看在眼里。“孩子在

学校被评为‘种植之星’，在家也像变了个人似

的，能帮爷爷奶奶做事，懂事多了！”江西省芦

溪县银河镇中心学校学生陈建萍的家长说。

校园里营造文化

“劳动教育在校园里扎
下了根”

讲述人：河南省济源市梨林镇梨林小

学校长 段济宁

走进我们学校，你会感受到浓浓的田园

文化氛围：轮胎盆景区，近千条废旧轮胎里种

满水果、花卉；百草园种植区，有萝卜、辣椒、

白菜等 40 多种蔬菜；农耕展览馆，展示了步

犁、耧车等数百件农具……这些全都是我们

教学点的 4 位老师和 50 多个孩子布置的。

在学校，学生们每周有 2 节田间课，我们

会请有种植经验的家长一起上课。比如，每

年小满节气，我们请来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带

孩子到麦田割麦、拉麦，再经过搓麦、煮麦、石

碾推麦等十几道工序，最终一起品尝香喷喷

的地方特色美食——鸡蛋炒碾转。

课间去浇菜，午后到葫芦架下读书，传统

节日动手做美食……现在，劳动教育在校园

里扎下了根，学校也成了美丽乡村的一道风

景，乡亲们都想把孩子送来我们学校！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

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强化劳动文化，营造劳

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校园文化。福建省南平

市高级中学校园里，杜鹃林、漆艺坊、茶艺坊

等，都是学生们学劳动、展才华的园地；在山

西省实验中学，教师办公楼里 260 盏流光溢

彩的彩灯、连廊上 100 余件泡沫浮雕作品，都

是学生们手工劳动的杰作……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劳动教

育专委会主任委员徐长发谈道，许多地区和

学校注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渗透劳动教育，

开展丰富的主题教育活动，社团活动注入劳

动教育内容，强化了劳动文化的氛围。

与此同时，通过多方联动，家、校、社协同

育人成效明显。据介绍，北京市东城区已明

确家庭劳动时间、建立不同学段家务劳动清

单，让家庭成为学生接受劳动教育的第一所

学校。湖北省黄梅县编印中小学劳动作业、

录制近百个小视频指导学生家务劳动。“孩子

不光更爱劳动了，还提高了自理能力，写作业

也特别自觉，不用我们辅导了！”黄梅县小池

滨江新区第三小学学生家长戴明海告诉记

者，劳动教育提高了孩子的综合素质。

“在教育系统内外和各级各类学校共同

努力下，各方面对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已形

成一定的共识，学生、教师、家长积极支持劳

动教育的氛围正在形成。”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劳动教育有效融入教育

教学、创新劳动教育方式、加强全国中小学劳

动教育实验区建设等，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劳

动教育。

各地扎实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

在参加劳动中收获成长
本报记者 吴 月

■■深聚焦深聚焦R

■■师说师说R

■■在一线在一线R

“经历过抗击疫情的众志成城，每当看到

万家灯火，我的内心就会无比幸福与温暖。

作为一名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中，我深刻感受

到‘上下同欲，则无往而不胜’的道理，深刻感

受到人民上下一心的凝聚力，深刻感受到体

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

力的中国制度优势。”讲台上，武汉大学 2017
届毕业生何东格回忆起自己下沉社区、参与

一线抗疫的 80 多个日夜，感触很深。

这场演讲面对的，是武汉大学“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百千万工程”的学员们。依托

团校，突出政治教育，培养万名左右先进性强

的优秀团员；依托未来学院，突出政治培训，

培养千名左右又红又专的学生骨干；联合马

克思主义学院，突出政治锻造，培养百名左右

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 2008 年以

来，武汉大学大力推进“青马工程”，一批强信

念、能干事、敢担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涌现

出来。

“让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

发芽，帮助他们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教会

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方法，这是我们的初衷。”

武汉大学团委书记黄鑫介绍，通过课堂学习、

思辨讨论、参观研学、实践锻炼，将“第一课

堂”与“第二课堂”紧密结合，学校累计分层分

类培养 12 批 10 万余名学员。

记者了解到，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百千万工程”中，“双学位、双导师、双课堂”的培

训班模式是全国首创。“武汉大学每年划拨专

项经费 50万元，在全校大一年级本科生中遴选

出 50名学生，进行为期 2年的专门培养。依托

马克思主义学科优势，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

理论教学、校团委负责实践教学，学校为每名

学员配备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符合标准的学

员可以获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位。”武

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屈文谦介绍。

加 强 理 论 武 装 ，学 员 们 既 要 系 统 学 习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专

题》等课程，还要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价值观教育与当代社会思潮评析》等专题

课程。课堂之外，“青马班”会定期举办“青

马思辨会”“青马微课堂”，设计典型案例讨

论、主题辩论、场景模拟等，让学员在学思践

悟中构筑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方面，除了

周末要在校内和周围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外，“青马班”学生每年暑假都有一项调研

任务，大一暑假走访贫困地区、了解国情民

情，大二暑假到街道和乡镇实习，大三暑假

结合第二学位论文开展调查研究。

“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实

践课堂。”“青马班”二期学员赵广超走进贵州

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乡，在支

教的同时，当起了当地“脱贫夜校”老师，帮助

农民脱贫致富。“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就要站出来、顶上去。”“青马班”四期学员苏

嘉烨在疫情防控期间动员上千名武大志愿

者，为 641 名医务人员子女提供 3 万余小时的

线上心理疏导和学业辅导……

截至今年 6 月，已有四期“青马班”学员

结业，他们之中，党员比例高达 95.45%。如

今，在武汉大学，“人人知道青马，人人关心青

马，人人争取加入青马”的育人氛围正在形

成，“培养一批骨干，带动一批学生”的效果日

益显现。在办好本科生“青马班”的基础上，

以 到 西 部 基 层 就 业 为 导 向 的 研 究 生“ 青 马

班”、以青年医护人员为主体的医护人员“青

马班”也已陆续开班。

几年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一直坚

持给“青马班”学生讲授第一堂课。“武汉大学

是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校之

一，是一所社会主义大学。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就必须教会学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和立场、观点、方法，通过更系统、更深入的培

养方式，通过进基层、进农村、进关键领域行

业的实践锻炼，真正培养一大批堪当时代重

任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韩进表示。

（陈菊平、张晗参与采写）

加强理论武装 注重实践锻炼

武汉大学大力推进“青马工程”
本报记者 丁雅诵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是我国首次

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法律明

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

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

‘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教育的重

要论述，深刻诠释了家庭教育的重要

意义。无论是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

培育，还是生活技能、行为习惯的养

成，家庭教育无疑提供了最初的精神

土壤。好的土壤能培栽起参天大树，

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

兴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办好家庭

教育，不仅事关孩子健康成长，更事关

公共福祉。曾有一些人认为，教育子

女是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而事

实上，家庭教育涉及心理、教育、卫生

等 众 多 领 域 ，是 一 项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只有将其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和法治化管理轨道，才能保障未

成年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保证社会教

育生态的健康有序。

特别是当下，一些教育问题的出

现，更突显了家庭教育更新理念与提升

水平的重要性。比如，有的家长长期外

出、对孩子疏于看护；有的家长信奉“不

打不成才”，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有的家长不尊重孩子身心发展规律，急

功近利、揠苗助长……因此，指导家长

落实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对于解决当

下许多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颁布，也担负着推进“双减”的

重任。针对一些家长跟风抢跑、盲目攀比、过度焦虑，为学

生安排过多过重课业负担和课外培训等情况，家庭教育促

进法明确要求，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

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这为缓解教育

焦虑、回归理性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

当然，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施教者”需要先受教育。

如何让家庭教育指导更有针对性、更有实际效果，是家庭教

育促进法顺利实施的关键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做

出不少积极探索。比如，江苏省要求中小学校开设家长课

堂、家长学校，每学期组织一至两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

动；山东潍坊发动家庭教育专家团、心理健康教师等专业力

量，录制系列微课程，为学生和家长提供网上指导；一些高

校开设了家庭教育相关课程，部分师范类院校设置家庭教

育方向，上海市还推出了“万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计划”

等。这些做法为家庭教育的科学实施提供了良好借鉴。

同时，实现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需要家长加强学习，

形成科学理性的教育观念，还需要政府及社会履行相应责

任，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改进家庭教育工作机制、完善家

庭教育服务等方面下功夫。只有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协调

一致、同向而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育的合力，促进未

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家庭教育开展得如何，不仅关系孩子的终身发展，也关

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家庭教育立法对提升家庭教

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具有关键作

用。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相信随着法律的制定出台，家

庭、学校、社会能够更好地实现相互协同、相互融合、相互促

进，从而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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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应

用，正一步步揭开未来世界的模样。面对未来，很多家长期待

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但何为真正的“起跑线”，又该如何客

观理性地看待“起跑线”？只有审慎思考、科学分析，才能做出

正确选择。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孩子身体健康的起跑线。身体是人

生奋斗成功的本钱。当下，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度宠爱，不愿意

或不敢让孩子进行体育活动，一些孩子从事体育锻炼的时间

有限，“小胖墩”“小眼镜”陆续出现，这为孩子一生的健康成长

埋下隐患。重视身体健康的“起跑线”，帮孩子规划和协调好

学习与运动的时间，鼓励孩子从事多种类型的体育锻炼，循序

渐进地培养并发展他们的运动兴趣，形成运动习惯、提升体育

素养，才能为人生的长跑打好坚实的身体基础。

还应该关注孩子品格的起跑线。人无德不立，无论未来

如何变化，优良的品德都是孩子未来发展与成功必不可少的

重要条件。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要培养对社会有

用的人、有健全人格和优良品德的人。特别是在孩子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家长和社会更应花大

力气，引导学生在构建自我的过程中既彰显个性，又敬畏规

则；既注重自我实现，又愿意服务社会；既根植中华，又放眼世

界，以美好的德行为人生筑基。

还要关注能力与习惯的起跑线。新技术迅猛发展，未来

青少年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自身的素养与能力。因

此，从小培养孩子的能力至关重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能力

不仅仅包括学习知识的能力，还包括想象力、创造力、逻辑思

维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感知爱与幸福的能力、

抗挫折能力等。当然，与之相关的，还要培养孩子们的习惯、

注意呵护和激发孩子们的广泛兴趣，让孩子们始终保持对未

知的好奇以及探索精神，用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为孩子们插上飞向成功的“隐形翅膀”。

面对未来，只要我们以理性的视角，抓住孩子成长的关键

时期，引领孩子们在正确的“起跑线”上奔跑，一路坚定前行，就

一定会创造精彩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市呼家楼中心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从“赢在起跑线”

到“赢得未来”
马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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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湖 北 省

宣恩县清江外国语学

校学生在采茶。

宋 文摄（影像中国）

图②：湖 南 省 蓝 山 县 楠 市

中心小学学生在制作艾叶糍粑。

杨雄春摄（人民视觉）

图③：浙江省海宁市谈桥小学学生

在采摘棉花。 沈 达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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