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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做洛林蛋挞！”

在营养师劳拉周围，十几名 6 至

14 岁 的 孩 子 正 认 真 聆 听 这 种 酥

皮 糕 点 的 制 作 方 法 。 混 合 面

粉 、水 和 鸡 蛋 ，搅 拌 并 用 手 揉

制 ，孩 子 们 跟 着 做 ，很 快 便 完 成

了 这 项“ 工 程 ”的 第 一 步 ：制 作

面团。

这 是 巴 黎 一 家 名 为“ 露 易

丝·罗 西 耶 ”的 美 食 与 营 养 协 会

同 当 地 几 所 学 校 共 同 组 织 的 一

个 美 食 工 作 坊 。 在 一 周 时 间

里 ，营 养 师 将 带 领 孩 子 们 制 作

几 道 简 单 的 美 食 ，并 提 高 孩 子

们对健康饮食的认知。

“ 我 们 希 望 让 孩 子 们 享 受

动 手 制 作 食 物 的 乐 趣 ，了 解 不

同 食 物 的 营 养 价 值 ，这 样 不 仅

可 以 帮 助 他 们 掌 握 一 项 生 活 技

能 ，还 能 引 导 他 们 形 成 健 康 的

生活方式。”这家协会的创始人

兼主任玛格·拉乌尔解释道。

在法国，类似的工作坊还有

很 多 ，涵 盖 厨 艺 、园 艺 、手 工 等

生 活 劳 动 的 各 个 方 面 。 工 作 坊

属 于 法 国 学 校 课 外 活 动 教 育 的

一 部 分 ，主 要 由 学 校 和 各 类 协

会 组 织 。 法 国 教 育 部 门 自 2013
年 起 每 年 也 会 更 新 高 质 量 课 外

活 动 指 南 ，为 各 地 区 学 校 提 供

指导。

法国拥有悠久的劳动教育传统，是较早将劳动引入学校

课程和教学活动中的国家之一。早在 1882 年，法国教育部便

出台规定，要求将劳动技能课程列入法国公立学校学生的必

修课。阿莱特·里夏尔曾于 1965 年至 1980 年在法国北部城市

里尔的一所公立高中担任劳动技能课老师。他回忆说，学生

们最开始学习缝纫、陶艺等实用课程，后来又开始学习刺绣、

烹 饪 、编 织 等 。“ 当 时 每 星 期 四 学 校 还 会 组 织 烹 饪 俱 乐 部 活

动，我会教他们如何准备一顿完整的晚餐。这些课程不仅教

会了学生们实用的生活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学生由此

产生了对某一行业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为之后进入手工学

徒学校做好了准备。”里夏尔说。

伴随法国教育体系的改革，1985 年法国中小学的劳动技

能课转变为更加多样、更具针对性的课程及课外活动。小学

生们通过每周的“基础常识课”来学习生活相关知识和技能，

还可以选择课外工作坊进行实践。

对于中学生来说，劳动课程偏向于“技术教育”。课程设

置丰富多样，既有建筑工具使用、家具的拆卸和安装等实践

课程，也有让学生自行设计和实施的专业技术项目，还有信

息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分支专业课程，为有志从事技术类

工作的学生提供基础入门教学。

兼 具 实 用 性 和 趣 味 性 的 课 程 启 发 了 学 生 对 于 应 用 技 术

的兴趣。“法国的教育体制决定了法国社会对技术、技能以及

专业能力的重视，因此对很多家长来说，孩子拥有一技之长

比考取大学还要好。”法国中学教师工会成员马克·博尔泽表

示，法国中学的劳动技术课程可以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职业

兴趣，以专长和技艺实现自我价值。

近年来，面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

趋 势 ，法 国 教 育 部 门 也 在 探 讨 改 革 教 育 内 容 以 适 应 新 的 需

求。“例如在中学的技术课程中，我们会引入数字化、人工智

能等知识。”博尔泽说。法国《巴黎人报》文章指出，无论是小

学 生 参 与 的 常 识 课 程 或 工 作 坊 ，还 是 中 学 生 学 习 的 技 术 课

程，都在帮助孩子们获得“心灵手巧”的素质，并通过实际操

作培养他们亲近自然和自主生活的能力，让他们找到“最重

要的品味和对工作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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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劳动教育被视为学生步入社会

前的重要准备，是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德国各州对课程的具体安排和称

呼不一，其中家政课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教

学实践。

与一般的理解不同，德国的家政课程远

不止做手工、学烹饪等常规内容，而是涵盖了

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例如，古斯塔夫·阿道

夫中学是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所普

通综合中学，该校从五年级到十年级（德国小

学学制四年，五年级至十年级相当于中国的

初一至高三），一共安排了长达 6 个学年的家

政课程，形成一整套内容丰富、系统科学的教

学体系。

五、六年级低年级阶段的家政课侧重于

“衣”和“食”。饮食方面，学生需要了解厨房

知识，学习有关健康饮食、食品安全卫生的课

程，并根据食谱进行团队协作烹饪。而“衣”

的内涵也很丰富，学生不仅要学习纺织面料

的相关知识，还要参与钩针编织、刺绣、缝纫、

洗衣护理等手工课程，男女学生都不例外。

七、八年级的课程则是“食”的进阶版。

学生要自己前往超市，不仅亲自挑选食品，更

要认真研究商品标签的意义：食物的主要成

分是什么、可能引发怎样的过敏反应、有哪些

添加剂、产地和保存方式是什么……课程中

还有特别的研究课题，如“食物从田间到餐盘

的路线是什么”“食物上的印章有什么意义”

等。此外，课程还致力于培养健康的饮食习

惯，让学生了解身体质量指数（BMI）以及和

营养学相关的知识。

课程还设置了展示环节，让学生们分享

研究成果。例如，有机食品与传统食品的差

异，“公平贸易”标识背后的意义和对价格的

影响，水果、蔬菜运输对价格的影响等，在展

示的过程中，很多同学都会对司空见惯的食

物产生更加深入的认知，也在互相学习中了

解到更多知识。

高年级的学生距离步入社会生活更近一

步，则更关注理财、消费以及“住”的现实需

要。课程内容会涉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房子，如

何计算房租和额外费用，如何避免陷入债务

陷阱等。通过这些实用课程，学生们在走向

社会之前，能够理解如何负责任审慎地消费。

如此详尽的课程安排，目的在于向青少

年传授日常生活知识，使他们能够了解和适

应需要独自面对的生活，实现自立自强。

家政课是德国劳动教育的缩影。早在

18 世 纪 ，德 国 就 出 现 了 劳 动 教 育 的 实 践 与

理 论 思 考 。 1964 年 ，德 国 教 育 部 门 正 式 将

劳动教育纳入中学教育体系。经过几十年

的 实 践 ，劳 动 教 育 已 成 为 综 合 性 的 系 统 学

科，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技术、家政、法律、

自然科学、日常文化、职业和学业导向等不

同 领 域 。 精 心 设 计 的 劳 动 教 育 课 程 ，贯 穿

于 基 础 教 育 的 全 过 程 ，让 学 生 获 得 应 对 日

常 生 活 、职 业 活 动 和 社 会 生 活 要 求 的 多 方

面综合技能。

正如古斯塔夫·阿道夫中学家政课教学

方案所言：“这是一门实用有趣的学科，中学

生们必须适应并掌握他们父母迄今为止所做

的许多事情，学生们将从中受益。”

德国

家政课不仅仅是学习做家务
本报记者 李 强

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学生们紧张地忙碌

着：有的用水桶、塑料盆等接了雨水，然后搬

到校园靠墙一角，精心储存起来；有的把雨水

引入事先挖好的排水沟，用特制的漏斗过滤

树叶、泥巴等杂质，经过简单处理的雨水可以

被二次利用，如冲刷厕所、浇灌学校的草地和

花园等。

在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尼奥特·
罗恩小学，随着初夏第一场雨的降临，学生们

这样开始了一堂“雨水收集”的劳动课。 10
岁的约娜说：“我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上劳动

课。收集雨水不仅有趣，还教会了我们如何

节约用水。”

以色列水资源匮乏，节约用水不仅是基

本国策，也是中小学生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把节水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以寓教

于乐的方式，让学生们在亲身实践中体会到

劳动的快乐和节约用水的意义。

“通过动手劳动，孩子们了解到节水不仅

是及时关闭水龙头这种日常习惯，还有收集

降水并重复利用这种‘开源’的方式，这让他

们激动不已。回家后，他们还会向父母‘传

授’这些节水实践。”以色列“绿色地平线”灌

溉公司专家阿贝尔说。

约娜所在的四年级 1 班，被学校选中负

责管理收集雨水的循环系统。同学们认真

统计收集到的雨水量和雨水的质量状况，并

记 录 这 些 雨 水 被 投 入 再 循 环 使 用 的 情 况 。

距离校园篮球场不远处，曾经裸露着黄土的

一片空地上一天天绿了起来，同学们种植的

花草正茁壮成长着，这正是他们用雨水浇灌

的结晶。

“雨水收集”活动只是以色列开展和普

及劳动教育的一个小案例。长期以来，劳动

教 育 是 以 色 列 中 小 学 教 育 制 度 的 一 大 特

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老师就会带学生们

上手工课，启发、锻炼动手能力。到了小学

高年级和初中，学校不仅开设了常规的各种

技术课程和家政课，甚至还有名为“以色列

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工业

生产的基本原理、国民经济的主要运行机制

等。以色列《国土报》评论道，“青少年是劳

动教育的重中之重，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

劳动教育具有关键意义。”

以色列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教育
本报记者 黄培昭

小学生们需要照料花园、维护学校的各

种设施；中学生们到公共图书馆或福利院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大学生们在社区或基层

参与服务性工作……在新加坡，参与社区活

动和社区建设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对

于提升青少年独立自主的观念及责任意识很

有帮助。

一直以来，新加坡政府鼓励青少年积极

参与社区活动。1997 年，新加坡政府曾发起

“社区服务”计划，将其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

分。近年来，新加坡在“社区服务”计划的基

础上推出“德育在于行动”计划，更加强调激

发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鼓励学生应用知

识技能为社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在“德育在于行动”计划的推动下，新加

坡的各个学校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活动。例

如，博文中学和特殊教育学校合作，让学生

们与残疾儿童一起参加烹饪课、开展体育活

动等，加强两个学校学生之间的交流；达迈

中学组织学生走入社区老年人家中，帮老人

做家务并陪老人唱歌、玩游戏、做简单的身

体锻炼等。

融合了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的社区服

务活动给学生、家庭以及社区都带来了积极

影响。每名学生在中学毕业前，都在“德育

在于行动”计划下参与了至少两个项目。很

多学生在学校组织的活动结束后仍然坚持

做社区志愿者，培养了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的意识。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新加坡学校倡导学

生参与校园的清洁行动，如安排学生轮流在

课间打扫校园，要求学生饭后清理餐具，以

此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感和良好习惯。采访

中，一名 40 多岁的家长告诉记者，自从学校

有 规 律 地 推 行“每 日 打 扫 ”活 动 以 来 ，他 正

在上小学的女儿卫生观念和劳动意识有了

明显提高。“ 以前我们在外面用餐，女儿 从

不 会 想 到 要 归 还 托 盘 ，现 在 反 而 常 常 提 醒

我们。”

在社会层面，新加坡政府同样重视劳动

的价值，让热爱劳动的观念深入人心。例如，

在每三个月组织一次的“清洁日”活动中，政

府会号召民众参与捡垃圾活动，并在公共场

所和组屋区设置“清洁工具箱”，供居民们使

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成立的邻里之友联系

网，鼓励居民成为志愿者，通过自己的专业知

识技能造福社区……

博文中学品德与公民教育部门负责人多

米尼说，学校注重培养学生们服务社区的观

念和主动参与劳动的意识，让他们知道为什

么要劳动、为什么要帮助他人，以此增强他们

的同理心以及服务社会的动力。

新加坡

在实践中培养责任意识
本报记者 刘 慧

图图①①：：在德国柏林在德国柏林““国际绿色周国际绿色周””农业博农业博

览会期间览会期间，，工作人员向老师和孩子们普及农工作人员向老师和孩子们普及农

业知识业知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强强摄摄

图图②②：：在意大利米兰在意大利米兰，，线上烹饪课上线上烹饪课上，，一一

名小学生名小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展示自己的作品。。

马可马可··帕萨罗帕萨罗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③③：：在法国巴黎的一家手工艺工作坊在法国巴黎的一家手工艺工作坊，，

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木材切割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木材切割。。

法国巴黎法国巴黎““美丽木材美丽木材””工作坊工作坊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在韩国首尔江南区的一家稻谷学在韩国首尔江南区的一家稻谷学

习场习场，，小学生们参加传统插秧体验活动小学生们参加传统插秧体验活动。。

韩国首尔江南区厅韩国首尔江南区厅供图供图（（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劳动是幸福生活的源劳动是幸福生活的源
泉泉，，也是创造价值和塑造也是创造价值和塑造
意志品质的途径意志品质的途径。。一些国一些国
家将劳动教育贯穿于家家将劳动教育贯穿于家
庭庭、、学校学校、、社会各个环节社会各个环节，，
注重把劳动内容与现实生注重把劳动内容与现实生
活和社会服务相结合活和社会服务相结合，，激激
发学生对劳动的兴趣和价发学生对劳动的兴趣和价
值感值感，，让崇尚劳动让崇尚劳动、、热爱劳热爱劳
动的观念动的观念深入人心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