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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教育局局长
陈爽提醒：

一是对“劳动教育
是一育，不只是一课”的
思想认识还需加强，在
加强全科渗透、将劳动
教育的思想观念融入教
育教学全过程方面还有
欠缺，有个别学校将劳
动教育等同于综合实践
课；

二是在处理劳动和
劳动教育的关系上有偏
差，坐在教室里讲劳动、
只有劳动没有教育的现
象还是一定程度存在；

三是仍有不少家长
认为劳动教育与其他学
科成绩之间是对立的，
还没有认识到劳动教育
搞好了，就能提高综合
素质，其他学科的成绩
会更好；

四是加强劳动教育
师资培养培训、统筹好
校内外劳动资源和细化
劳动教育实施指导的举
措还不够多、力度还不
够大，劳动教育软硬件
建设离规定要求还有差
距。

广州市开展劳动教育的学
校代表也在现场分享了他们
独到的劳育经验。

课程体系建设是落实劳动
教育、培育学生劳动技能必不
可少的一环。广州市中学生
劳动技术学校校长林文丽介
绍，学校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基
地优势，为学生提供课程化体
系化的劳动教育，开设 STEM
木工劳动研学课程、茶文化劳
动研学课程等特色化、实效性
的课程，从价值观到创新精神
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

广州市大同中学校长曾丽
芬则表示，学校因地取材，依
托学校的大同岭南中草药园，
开发出“农根、农活、农识、农

艺、农创”五农并举课程，让学
生在实践中体会中草药的魅
力；广州市黄埔区沧联小学校
长秦少瑜提到，学校以服务学
习为统领，以书香课程为前
提，以土香课程为基础，开设
制陶、印染、酿酒等特色课程，
实现劳动教育课程化。

开发课程、建立体系离不
开专业队伍建设。广州市中
学生劳动技术学校将建设专
业化合作队伍和建设专业化
教师队伍作为重要任务，保障
提升劳动教育研究和实施专
业水平；广州市大同中学设置
由教师团队、导师团队和专家
团队组成的劳动教育“1+1+1”
队伍，助力课程开发。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敏生
以“三动六策”模式为主线，向观
众介绍了广州市劳动教育工作情
况。“三动”即政府驱动、学术推
动、市区联动，“六策”为顶层设
计、育人模式、课程建设、师资队
伍、品牌活动、资源整合。根据这
一实施路径，广州市形成了“3+
N”的顶层设计、育人模式、课程体
系、师资队伍、品牌活动和资源体
系，构建出劳动教育的新格局。

陈敏生总结了广州市教育局
探索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模式需
要做的五项工作，包括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将劳动教育与其
他四育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深入
推进广州市劳动教育实践；进一

步完善经费投入机制，加强
场地保障；持续完善教育现
代化背景下学生劳动教育的
多元评价体系；广泛开展劳

动教育主题活动，打造广州市
劳动教育品牌；各学校严格按照
劳动教育政策文件，形成综合
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学
校劳动教育。

陈爽表示，根据“三动六策”
主要实施路径，广州市劳动教育
达到了预期的社会效果和育人目
标：一是改革创新走在前列，二
是一校一品形成品牌，三是实践
活动内容丰富，四是各区各校特
色鲜明。

陈爽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强化抓好劳动教育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准确把握育人导向，遵
循劳动教育规律，因地制宜，综合
施策，积极探索形成符合中央教育
理念要求的劳动教育模式；形成广
州劳动实践教育联盟和“大湾区中
小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基地”，打造
大湾区劳动教育高地。

画广绘、做面膜、印版画、烹佳
肴……会场专门设置了劳动成果
展示区，各校劳动小能手摆摊展
示，“摊主”们或是主动出击，或是
实力取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现场记者的目光被孩子们鲜
艳精致的服装和生动有趣的成果
吸引。

广州市回民小学四年级刘同
学将在综合实践课上种出来的蔬
菜送给大家。广州市越秀区朝天
小学则凭借中草药面膜吸引了不
少尝试者，“我们的面膜分为美
白、祛斑、祛痘三种功效。”凭借
毗邻广东省中医院、很多学生是
医生子弟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
孩子们在医生阿姨的指导下，学
到做面膜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形式多样的劳
动成果中，美食总能另辟蹊径凭
借嗅觉上的冲击力顺利吸睛。广
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联安初级中学
的同学们便在摊位上摆出了一罐
罐热气腾腾的猪脚醋、鸡脚醋、
鲫鱼醋等“醋”美食，让观众一啖
美食。同学们还现场展示了制作

“臭屁醋”的工艺流程，辅以现场
解说，让观众对“臭屁醋”这种传
统美食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除传承发扬传统文化外，不
少学校依托当地资源，发展劳动
教育课程特色。广州市花都区狮
岭镇冠华小学身处“中国皮具之
都”，早在 2007 年学校就开设了
皮雕相关的专业课程，根据年级
层次分别教授皮革剪接和皮雕技
能，并将皮雕制作纳入六年级学
生的毕业设计内容中。麦老师曾
在意大利和北京学习皮雕，之后
回乡创业，业余时间回到母校教
师弟、师妹制作皮雕、皮具。

在劳动教育课程中，同学们通
过种植、制作、学习等多样化的实
践活动，获得相应的劳动技能，从
中感悟劳动价值，收获劳动快乐。

越秀区教育局和从化区教育
局作为代表，分享了劳动教育的
经验。

“越秀区巧用‘五个锦囊’实
现从‘举质量’到‘减负担’的转
变。”越秀区教育局副局长陈晓介
绍，越秀区以行政驱动，通过统筹
协调、专业支撑、协同推进，形成
政策制度、教研管理、课程实施等
七大保障体制；以教研推动，凭借
定位准、人到位、事做好、搭平台

“四大法宝”有效促进越秀劳动教
育发展；以学校行动，积极开发和
建设校内劳动实践场地作为“硬
件”，聚焦学生劳动素养，创设和
开发劳动实践课程作为“软件”，
为劳动教育落实提供场地支持和
课程保障；以劳动作业为抓手，科
学设计，使其全域渗透，“减负”

“提质”并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以学校劳动和家庭劳动的“两渠”
和越秀区将综合实践活动基地生

产劳动、区少年宫智造劳动、社会
基地职业体验、社区志愿服务劳
动地“四道”作为资源整合点，于
细节处落实劳动教育。

从化区教育局副局长陆敬强
介绍了从化区由农耕文化特色项
目和其他特色项目组成的“1+N”
模式。从化区出台《广州市从化
区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指导意见》，加强劳动教育
课程建设与管理，将“农耕从化，
知行合一”作为区域劳动教育特
色，构建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努力打造专兼职结合的
劳动教育师资队伍，目前已有 1
名专职劳动教育教研员、1162名
专兼职劳动教育教师，并通过教
师发展中心组织培训，促进劳动
教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发挥试
点学校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
面，将具有推广价值的劳动教育
成果辐射到区域内其他学校。

论坛现场，两位专家为广
州劳动教育把脉，建言献策。

教育部劳动教育教指委副主
任、上海教研室主任王洋通过视
频分享道，“校长驱动”是推进劳动
教育不断落实、劳动教育课程体
系不断建设完备的重要动力，校
长对劳动育人应具备政治、观念、
行动、改进、传播、研究的自觉。

行动自觉方面，王洋强调：
“劳动不一定是劳动教育，如何
避免有劳动没教育，实际上这
就需要对劳动教育进行精心的
课程设计。”而课程设计力是校
长课程领导力的重要部分，也
是校长水平和能力的体现。王
洋强调，校长要增强自己的实
践智慧，解决劳动教育过程中
遇到的具体突发问题，“任何一
个劳动教育课程只有经过持续
的改进，才能始终保证劳动教
育的高品质。”

如何避免劳动教育走歪路，
使其充分发挥“劳育育魂”的作
用？教育部督导专家、国家劳动
教育指导专委会委员、华南师范
大学教授王红指出，需要从劳动
教育的人学意义及本体价值出
发，把准方向，明晰定位。

王红引用马克思关于人
的重要论述，强调“劳动创造
人本身”和“人的本质是自由

自在的劳动”，问题的倒逼和
时代的诉求呼吁劳动教育，希
望其能够使人回归到人的本
质。在课程设计过程中，从劳
动教育目标倒推，分析劳动教
育素养，基于此选择劳动教育
的路径和内容。在劳动教育
内容选择上，王红特别强调：

“劳动教育一定要把它和劳动
本身区分开来”，她解释，尽管
二者密不可分，但是并非所有
劳动都可以作为劳动教育的
内容，她坚决反对将劳动教育
作为一个泛化的概念，盲目地
将所有综合实践都纳入劳动
教育范围。劳动教育的目的
是培养学生对劳动的热爱。

统筹/陈晓璇
文/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孙唯 实习生 符晓灵 冯婷婷 马秀岩
图由广州市教育局提供

2021年广州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会
暨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举行——

作为五育之一，大力
发展劳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广州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时代

诉求，深入落实劳动教育进校园。11 月 27
日，2021年广州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会暨成
果展示交流活动在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
举行。该活动由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广州市中学
生劳动技术学校、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承
办，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广州市美术中学协办，
以“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为主题，以劳动教育
成果展示、经验分享、专家讲座、圆桌会
议等多种形式呈现广州市劳动教育

成果及特色。羊城派全程直
播，收获无数点赞。

划重点：
中小学劳动教育
存在哪些误区？

在本次活动中，还有一大亮
点，便是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圆桌
对话。首个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劳
动教育社会资源建设与师资队伍
培养，第二个圆桌讨论的主题是
广府特色劳动教育资源的利用。
现场各位教育界大咖高屋建瓴，
共同探寻智慧劳动的路径，干货
满满。

焦点一：劳动教育
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从劳动教育资源对接方面来
看，发掘本土劳动教育资源应当
与学校实际相结合。广州市越秀
区朝天小学校长孔虹分享了学校
结合中医药的社会资源来发掘社
会资源的教育性的经验。“去年疫
情暴发后，我们思考如何主动结
合疫情防控开展劳动教育，于是
和中医药结合，从做香囊开始，逐
步让孩子们种中草药，并和广东
省中医院合作，让孩子们在了解
中草药的过程中，厚植中医药文
化。”孔虹说。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特级教师、研究员吴颖民
谈到了如何利用社会资源推动中
小学的劳动教育。他提出建议，

“首先要让学生端正劳动价值取
向和劳动技能水平。此外，要因
地制宜，从本土去寻找资源，让学
生实现劳动锻炼。老师们也要结
合实际去做总体设计，而不是按
照固定的模版去制定课程方案。”

此外，社会资源应和劳动教育
课程联系起来，把社会资源变成课
程资源。高级教师、广州市海珠区
教育发展研究院，中小学综合实践
活动及劳动教育教研员许广玲结
合实践经验提出要做到一校一案
的建议。“每个学校都应该利用周
边的资源开发属于自己的课程，并
在不同阶段根据纲要设置符合学
生的课程。”许广玲说。

从资源上看，高校具有明显的
优势。在将高校的劳动资源与中
小学科学对接方面，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闻雯介绍，
学校不仅集合了华农的一批年轻
老师，自发成立了研究团队，过去
一年还在海珠区第二实验小学，开
设了昆虫与自然观察的课程。在
课堂上，团队结合了文学、博物学
等多学科的内容，例如昆虫与生态

农业、古诗词中的昆虫、古诗词中
的农作物，等等。

“我们要把握各个阶段劳动
教育的特殊性，要结合好各个教
学阶段。劳动教育的目标是在劳
动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不是外部
强加的。我们要以学生为本，让
学生去开发劳动课程。我们还要
把家庭、学校、社会的劳动教育结
合起来，不能孤立地做学校的劳
动教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教授肖绍明从劳动教育的目
标出发，阐述了劳动教育既是一
个综合性的、复杂的课程，也是一
个阶段性的过程。

焦点二：重视劳动
教育课程和教师培养

在师资队伍培养方面，开设
劳动教育专业要学什么呢？本科
生是否会愿意选择这样的一个专
业呢？现场的专家们分享了自己
的见解。肖绍明表示，可以在研
究生阶段当中开展专硕培养，让
不同专业的人来学习劳动教育课
程。王红也提出，大学里可以加
上劳动教育课程板块，自设一门
学科，增加劳动教育教师的课程，
培养劳动教育师资力量。

同时，作为劳动教育教师，需
要具备包括动手实践的能力、伦
理学的基础、专业的教学能力、课
程设计能力和知识体系等专业素
养。“我们要把握好未来的劳动形
态。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手脑并
用，而不是简单的体力的重复劳
动，而是要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复
杂劳动。师资就要把握好未来劳
动形态、课程结合劳动这两个角
度培养。”吴颖民说。

此外，教师还要用适合的劳动
形式来培育起学生对劳动的热
爱。一位来自广州花都区的地理
老师在现场分享，他心目中的劳动
教育学科是一个综合的学科，根据
学生的层次提供适合的知识是最
重要的。学生做到动手实践、教育
体验、综合思维、因地制宜、因材施
教、整合创新以及与时俱进，他认
为这是劳动教育应该有的素养。

焦点三：分类加工
广府特色资源

如何对广府资源加以利用，

是一个重要课题。原白云区教育
研究院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梁
燕霏认为，广府特色资源可以分
为两类：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
例如文化方面有广式建筑、广府
美食、粤剧等，但这些显性资源里
蕴含了很多隐性的教育价值。“劳
动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因此
最重要的还是隐性的资源，广州
人的开放务实、善良、敢于创新的
特点都是一种隐性的劳动资源。”

对广府资源进行分类是劳动
教育开展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对
这些劳动资源进行加工整理，使
其有效地进入课堂教学中。对
此，广东仲元中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邓胜旺指出，我们可以确定
资源加工的目的，根据不同的输
出目的使用不同的加工处理方
法；再分析资源的价值，深度挖掘
资源的特色，找出资源中的广府
文化内涵；同时也要找寻背后的
故事，对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处理，
使其适合不同教学阶段的学生。

“劳动教育的重点是组织学
生劳动实践，培养学生树立良好
的心态，磨砺意志。”广州市协和
中学教研处主任郭永峰认为，广
府资源的挖掘需要从劳动的三个
属性来做，包括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我们是先让学生
去进行观察设计，然后自己再动
手去做、去交流，从而培养好学生
的劳动观和价值观。”

焦点四：师生共同
开展智慧劳动

“在探究中开展劳动不是简
单的劳动，而是复杂的、智慧的劳
动。”广州市天河区渔沙坦小学校
长潘国洪认为，对于劳动资源问
题的探究和设计要遵循劳动教育
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遵循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的性质和理念，此
外也要遵循老师为主导，学生为
主体的原则，老师在课堂中创设
情景，用生动的案例作出示范，让
学生清楚问题探究的思路与方
法。

“今天劳动教育已经不是单
纯提升劳动技能，而是为了育
人。”邓胜旺表示，“我们要通过
广府美食、广绣、广式建筑等，让
同学们体会到劳动的重要作用，
要深挖其中的育人内涵。”

圆桌对话：打通社会资源渠道，加强劳育师资建设

学校分享：
劳动教育课程化、
体系化、专业化广州：

“三动六策”构建
劳动教育新格局

城区经验：
巧用“锦囊”
于细节处落实劳动教育

专家论道：
提高劳育自觉
提升育人新高度

劳动成果展现场：
实力取胜显劳育风采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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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1：
聚焦劳动教育社
会资源建设与师
资队伍培养

王红

劳动教育公开课
《土壤耕作，整地起畦》

王洋

劳动成果展示百花齐放
大咖齐聚共论劳育门道

学生参与劳动
教育互动体验

广州市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一级巡视员陈爽

劳育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