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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应深入我们成长的骨髓
■ 尹红烨 四川成都 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初一学生

拥有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 张馨芮 青海西宁 贾小庄小学五年级学生

一天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教育部刚刚出台方
案，要求今年9月起中小学生学会煮饭。听妈妈读着新闻
内容，看着眼前的饭菜，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幅幅画
面：我做的美味佳肴，家人正津津有味地品尝；我打扫
的房间一尘不染，客人交口称赞；我种植的向日葵，冒
出嫩绿的小芽；我喂养的猫咪，一见我放学就冲我摇尾
巴……哇！这真是件让人快乐的事！

我读过很多关于劳动的故事，有农民伯伯在田里辛
苦播种，有挑山工叔叔坚持不懈运送货物，这些都教会
了我劳动的意义。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人生两件
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劳动，生活才美好。”我的学校
贾小庄小学有着百年校史，一直以来很重视劳动教育，上
学期还开设了烘焙课，让我对烹饪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平
时一没时间、二没机会。这下，我不仅能做喜欢的事，还能
名正言顺地学习，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开展劳动课可以提
高我的自理能力，也为爸爸妈妈分担一部分家务劳动。

最近，我一直在悄悄准备：从家里的书柜找了几本
烹饪的书；居家线上学习累了，就学着书上的妙招做一
些简单的料理，老虎造型的水果盘、蓝莓酸奶冰激凌、
绿豆沙冰……

爸爸妈妈虽然嘴上说：“早就该这样了！”其实他们
还是有些担忧，害怕劳动课占用我过多时间，影响我的
成绩；还会考虑安全问题，比如做饭时被油溅到、切菜
时伤了手……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用我的成果告诉
他们：我可以的！这几天，看到我做的东西不仅好看还
好吃，我的作业也完成得又快又好，爸爸妈妈慢慢打消
了顾虑，而且会主动交给我一些任务。

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动课，我希望老师可以用多种方式
给我们上课，比如，视频、动画讲解，动手实践、协作比赛
等。同时提供专门的环境和设施让我们反复练习，让我们
在劳动中得到锻炼、掌握技能、磨炼意志、获得成长，真正
拥有并提升自己动手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本报记者 贾丰丰釆访整理

让劳动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 罗韶欣 广东广州 学生家长

学会劳动 尊重劳动
■ 爱达娜·木巴拉克 新疆奇台 县六中八年级一班学生

“同学们，从下学期开始，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一门独
立课程。”上周放学前，老师告诉了全班同学这个消息。

我上小学时，学校就有劳动课。我们会在课上剪窗
花、做小板凳，动手的过程充满乐趣。每学期，学校还
要评比“劳动小能手”，那时候大家都争着抢着打扫班级
卫生。上初中之后，学业压力骤增，劳动教育慢慢被弱
化了。回到家，我也很少动手干家务，想着把学习抓好
就可以了。

现在，劳动课又回来了，而且变得更重要了：我们
不仅要在课堂上掌握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等生活
技能，还要去田间地头学会播种。

回到家，我第一时间和爸爸妈妈分享了这个消息。
“挺好！这样能锻炼你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妈妈笑着
说，这两年，别看你的学习成绩在进步，自理能力却在
一天天退步。不仅懒，还不愿意跟着我学。这下好了，
想偷懒，没借口了。

爸爸也加入到我们的对话中来：“之前你不愿意劳
动，一方面是家庭条件越来越好，另一方面是你觉得成
绩好就行了。但是以后你到社会上去，没有生活技能怎
么生存下去呢？”爸爸说，掌握生活技能是一方面，更
重要是的是，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理解和认同劳动的
价值，长大后才不会被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等错误认识
带偏。

是的，我也觉得劳动课非常有意义。对即将开设的
劳动课，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有了独立的课
程和规定的课时后，劳动教育就应该落到实处，不要停
留在“拍照留痕”的阶段。同时，我希望劳动课更加丰
富一些，比如能根据不同的季节开展不同的课程，让我
们能在室外感知四季。

我期待着能通过劳动课真正体验到劳动的快乐，更
要像爸爸说的那样，学会劳动、尊重劳动，成为一个会
生活、爱生活、拥有一技之长的人。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采访整理

期 待 这 门 课
■ 李欢笑 北京 小学四年级学生

期 待 这 门 课
■ 李欢笑 北京 小学四年级学生

劳动带来正能量
■ 陈 星 江西南昌 西湖区珠市学校云飞校区教师

我平时就喜欢劳动。在学校，轮到我们组值日，如
果其他组员还没写完作业，我就会承包几乎所有的晚值
日工作；在家里，我会煎鸡蛋、洗碗、拖地。劳动后心
里满满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乐趣。所
以，学校能开设劳动课，我很高兴！

我觉得，劳动课应该是一堂既有老师讲解、又有同
学相互交流，还能观看视频、动手操作的课程。帮爸爸
妈妈做家务时，我发现劳动中有很多窍门，即使他们也
不一定总能处理好，甚至还要打电话问姥姥，而且一家
人知道的知识也很有限。可是，如果老师能教授窍门，
同学之间能集思广益，我就会了解更多技巧，告诉爸爸
妈妈后，家务劳动就会变得更轻松容易。此外，如果让
大家乖乖坐在教室里听课，劳动课就太没意思啦，最好
让大家多多动手，体会劳动的乐趣。

不光我，爸爸妈妈也很欢迎学校开设劳动课。妈妈
平时工作忙，她觉得这门课能让我替她分担一些家务。
爸爸说，劳动技能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学了这些就
能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我和姥姥聊起这件事，她却觉
得这门课没那么必要，孩子现在不会做家务没关系，长
大之后总能学会。不过，我每次帮她浇花、切面团，姥
姥依然很开心。因此我想，如果真的带着劳动课上学到
的知识回家实践，姥姥一定很欣慰。

为了上好这门课，我打算到时候在课堂上分享自己
的生活小妙招。比如开饭前，我们总是习惯用水冲一下
碗。我洗完第一个碗的水不会倒掉，而是倒进下一个碗
里继续使用。因为碗之前已经洗好、很干净，用来冲涮
的水也不脏，这样做不仅起到冲碗的作用，还能节水，
一举两得。

我已经为下学期的劳动课做好了准备，期待这门课！
本报记者 王晶玥采访整理

今年是我任教的第十一个年头了。和同仁们
一样，我在每日晨光中迎接学生入校，在夕阳余
晖里护送路队离校。

2020 年 9 月，我又一次带一年级，这一届的
孩子是“10 后”，比起上一届学生，他们的自理
能力弱很多，很多孩子甚至不会扣纽扣、系鞋
带，加上被电子产品、网络充斥的童年，孩子们

“恶劳”的思想占领了上风……开学的第二周，
我给全班孩子排值日表，内容有：扫地、摆桌
椅、擦桌子、整理书柜、倒垃圾、擦黑板、收拾
讲台……每个孩子每周都有劳动岗位；还给教室
划分了若干个区域，孩子们分成小组认领“责任
田”，自己的“地盘”自己来守护。一年多的时
光，49双稚嫩的小手学着做从未做过的“粗活”。
从初学劳动时的笨拙吃力，到热爱劳动后的熟练
肯干，在劳动中适应新班级、认识新朋友、掌握
新技能，他们从初来乍到的新生，成为团结互助
的小主人，在劳动中悄悄成长、慢慢蜕变，懂得
了责任与担当、合作与分享，我想这就是劳动带
来的正能量。

今年9月，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一门独立课程。

劳动课程的回归，对孩子们来说是一场挑战。令
我窃喜的是：初见时什么都不会、“被动”劳动的
孩子们对即将来到的劳动课丝毫不惧怕、不抗
拒，劲头十足。

作为班主任，我对下学期班级开展劳动方面的
活动作了一些设想：在学校劳动课程进行的同时，
在班内开设项目式小课程，比如“最强收纳师”“清
洁专家”“美食美课”“家务超市”……结合每日劳动
岗、每周劳动课、每月劳动项目，让劳动的种子扎在
孩子心底，萌芽长叶、成木成林。

当今家长对孩子的劳动普遍不够重视，觉得
没必要、也舍不得孩子吃一点点苦，以至于所有
家务家长包揽，本该孩子自理的部分，家长也代
替孩子做，甚至孩子在校的值日工作，爷爷奶奶
们也想来代劳。我们需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念，避免重文轻劳，要多鼓励、多放手让孩
子参与家庭日常劳动，让孩子在校园中习得劳动
技能，获得在生活情境中实践的机会，因为劳动
教育是一种身心双重历练的育人旅程，指向的是
更远的未来。

本报记者 朱 磊采访整理

罗韶欣和儿子齐云旭一起擦
玻璃。 受访者供图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分节气、不辨菽麦”，坦
诚而言，这话说的就是我。劳动之于我而言，最好是
无。直到那天得知“劳动教育”将列入课表，我知道再
也躲不掉未来一次次的躬身实践了。

那天妈妈兴奋地宣告“劳动课”上热搜了：每个中
小学生都要学煮饭炖汤、修理家电、种菜养禽……我
想，妈妈可以正式卸掉每天给我洗餐盒的“责任”了。

“其实，劳动不光是日常家务、生活自理。”爸爸又做了
一番解读，教育部发布的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将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
劳动课的开设意味着劳动的形式更丰富，劳动的技能更专
业，劳动的平台更广阔，劳动的评价会更多元。

为迎接“劳动课”的到来，同时作为学校“我当3天
家”活动的展示，我承包了当晚的汤菜。茎白叶绿的
菜，在沸腾的锅中翻滚，晶白的水滴在润湿的空气里飞
溅，直到芬芳四溢，直到菜叶静默于锅底，就如同一个
小小的五彩世界，与周围的事物相映成趣。劳动时的专
注让我进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一个自己动手创造
的世界。劳动之获、劳动之美大抵如是。

畅想着下学期开设的劳动课，我希望这堂课能让我
们踏遍青山、走向田野，感受种植劳动的蔚然成林，体
验养殖劳动的生命奇迹。

我希望这堂课能让我们看到节气引导大地的生长与
收获，带我们走进民间的渔樵耕织，体味和传承饮食习
俗、文化样态与家常情感。

我更希望这堂课可以深入我们成长的骨髓，化作筑
成“卓尔不群，大器天下”品格的血肉，为莘莘学子面
向未来、走向实践、造福社会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一
如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本报记者 王明峰釆访整理

今年秋季，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
独立课程。这些天里，学生家长微信群里热闹极
了，在家长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拍手欢迎者有
之，为难担忧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也有之。而在
我自己，则是举双手赞成这项政策，也热切期盼
劳动课早日成为现实。

这几年孩子大部分时间被课业占据，稍有空
闲还要参加各种兴趣班，以免在同侪竞争中落于
下风，作为家长我常常心怀焦虑：在孩子们的成
长过程中，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观念正在慢慢
淡漠，大家争先恐后地跟着“分数指挥棒”前
进，越来越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孩子被
培养出来。

劳动可以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在当下
的中小学课堂中，劳动教育亟待早日“归位”，弘
扬劳动精神必要而迫切。

我的孩子齐云旭在番禺区红郡小学读三年
级，平日里我会有意识地培养他的动手能力，比
如规定他自己的饭碗自己刷、自己的鞋袜自己
洗，还会让他帮我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为的是
通过劳动提升他的意志力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越多参与劳动，孩子的劳动热情就会越高，他
们能在劳动中收获成就感，形成健康的劳动价值
观。我是中建三局“爱心妈妈”志愿者团队的一员，
我们平时会组织一些与孩子们共同劳动的公益活
动，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的劳动热情非常高。

对于劳动课，我和很多家长一样，在欢迎期
盼之余，仍有不少担忧。一是不知道学校将如何
进行合理的课程设置，让中小学生安全地学习劳
动技能，比如学做家常菜，需要动火动刀，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二是担心增设的劳动课成为家
长的又一负担。没有了课外辅导班之后，家长成
了辅导作业的主要“责任人”，以后劳动课作业会
否成为新的“家长作业”？此外，劳动课怎样避免
变形走样，成为“照本宣科”“纸面教学”的形式
主义课程？

让劳动更好地“归位”义务教育课堂，还需
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作出更多更细致的安
排，探索生动活泼、入心入脑的教学方法。作为
家长，我愿意和学校老师做好配合，让劳动真正
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程远州采访整理

我爱劳动课
打扫卫生、整理收纳物品、烹饪食物、家用器具使

用维护……您家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会做这些吗？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从今年9月秋季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
国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上述那些基本的生活技能知
识将正式进入课堂被传授给孩子们。面对这门课程，中
小学生、老师和家长是如何想的呢？

李欢笑在厨房里做饭。 李任摄 尹红烨在修理电热水壶。 宋敏摄

爱达娜·木巴拉克正在做家务。
受访者供图

张馨芮和妹妹在做水果拼盘。
本报记者 贾丰丰摄

陈星在家休息时织毛衣。
受访者供图

陈星在家休息时织毛衣。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