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6 期） 

1391  

教学实践 

劳动着、感恩着 
◆罗河英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  519000） 

 
摘要：在一次大扫除中，有学生逃跑了。我没有严厉处罚他，而是让他

去看劳动，体验同学劳动的辛苦，从而为自己逃避劳动的行为感到内疚，

学会感激他人的劳动。通过做一天父母的活动，亲历父母每天的辛勤劳

动，体验父母的艰辛，从而感激父母，学会感恩。有了劳动体验的肥沃

土壤，才能长出“知恩”的好苗，结出“报恩”的甜美果实啊！以劳动

为切入口，让学生进行易位体验，巧妙进行感恩教育，这是一个不错的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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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大扫除有人逃跑了 
那天是星期一，按学校惯例下午要进行大扫除。我交待学生

要认真打扫后就回办公室备课了,准备结束前再回来检查。我带
的是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训练有素，做值日井井有条。值日
安排表上一目了然：谁哪天值日？谁扫地？谁摆桌椅？谁拖地？
谁擦黑板？哪个角落谁负责？安排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有任
务，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还每天
安排一个班干部做“检查长”，负责检查把关。放手让学生去做
管理，老师负责 后验收。 

大扫除还没进行到一半，“检查长”杨华燕就气急败坏地跑
进办公室：“老师，王浩逃跑了，第二组没人扫地！”哦，竟然有
人逃避劳动？“你说怎么办呢？”我问杨华燕。“要狠狠地惩罚
他！这个学期他已经逃跑两次了！”杨华燕气愤地说。处罚就有
用吗？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学生，他也不爱劳动，每次值日都找
借口溜掉。我罚他打扫一个星期，为防再次逃跑还每天亲自监督
他劳动，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又故伎重演了，真是又累又没效果。
后来我干脆打电话给他爸爸，让他把孩子押送到学校打扫。后来
他再也没有偷懒，但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二天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和
受伤的眼神。 

经过:奖你“看”劳动  
不搞清楚为什么要劳动，光惩罚是没用的。第二天，我找王

浩来问话：“为什么不做值日就走了？”“我和一班的李杰约好打
乒乓球，去迟了就没有位置了。”王浩低声地说，“老师你今天罚
我吧！”看他一副赴汤蹈火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突然灵机一
动：“我不罚你，就奖励你‘看’一天劳动吧，把你看到的和感
受到了的东西，详细写在日记里。”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王浩的日记。他这样
写道：“星期一我没有值日，因为李杰说要打乒乓球，叫我早点
去霸位置。而且大扫除有 28 个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
少。没想到还是被逮到了，都怪杨华燕多事！老师没有罚我，我
觉得很意外。劳动有什么好看的呢？真奇怪！我到了教室，看到
同学们都在认真地打扫。谢婉君在擦桌子，很仔细地把桌面的污
迹擦干净，56 张桌子她擦了好久；李婉婷在扫地，把抽屉里的
纸屑、地上的垃圾都清理干净；刘北诚在擦窗户玻璃，他先用湿
抹布，再用干报纸擦，他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我冲过去帮忙，
一起擦。有了我的加入，窗子很快就擦干净了，刘北诚说合作愉
快，我听了很高兴。林涛在拖地板，看到地上有一块白色的东西，
就蹲在地上用手抠。看到这儿，我的脸红了，那是我上课时掉的
涂改贴，本来我想捡起来的，可它贴在地上紧紧的，我就懒得管
了。我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每天享受着的窗明几净、干净整
洁，都是同学用劳动换来的，而我自己却没有付出。林涛告诉我，
那天他和杨华燕帮我做值日，一直弄到五点多，回家晚了还被妈
妈骂了。听到这儿，我内疚极了，心里十分感激他们。以后自己
的劳动自己做，我决心再也不逃避值日了！”                                                          

高潮:再烧一把火! 
看到王浩的日记，我心里十分欣慰。惩罚固然能起到威吓作

用，但通过劳动去体验他人的辛苦，感激他人的付出，从而明白
为什么要劳动，这样的教育才更加“润物细无声”。我突然意识
到，这是多么好的感恩教育资源啊！“感恩”在现代汉语词典里

的解释是“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感恩意识不是与生俱
来的，需要教育的点拨。抓住一闪即逝的契机育人，正是教育机
智的 佳体现。我何不乘着东风，再烧一把火呢？ 

在当天的班会课上，我放弃了原先预定的主题，而把主题定
为“我劳动，我感恩！”首先我们讨论“为什么要做值日？”有
的学生说：“不做值日，我们教室就会很脏，谁也不想在垃圾堆
里上课。”有的学生说：“我们从小要学会劳动。”有的学生说：
“要想教室干净，每个人都要付出劳动。”接着我请同学们畅谈
“劳动的感受”。杨华燕说：“我要做完自己的值日任务，还要检
查同学们的劳动，总是 晚才回家的，我觉得很累。但每次看到
我班卫生获得表扬，我就觉得很高兴，为了班级的荣誉吃点苦也
是值得的。”子阳说：“我负责的是扫地，每次听到同学们表扬我
扫得 干净，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自己的劳动很有价值！”建波
说：“上周我偷懒没扫干净第二组，结果检查时我们班被扣分了，
我觉得很内疚！”然后我抛出第三个问题——“劳动是谁的责
任？”这个问题一出，同学们就热烈讨论起来。有人说“打扫教
室是每个同学的义务”，有人说“自己的任务自己干”，婉均说得

好：“你们还记得课文《高尔基在给他儿子的信》吗？高尔基
说‘给’永远比‘拿’愉快，就是说付出比索取更愉快。值日劳
动就是为班级为同学付出，我们不能只是享受别人打扫的成果，
自己也应该付出劳动！”听到这儿，王浩红着脸站了起来，对大
家说：“我上次大扫除逃跑了，对不起大家！”我趁机拿出了王浩
的日记，通过实物投影让大家阅读，当大家读到“听到这儿，我
内疚极了，心里十分感激他们。以后自己的劳动自己做，我决心
再也不逃避值日了！”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趁热打
铁：“王浩同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从内心感激他人的劳动，这
就是感恩。” 后活动进入高潮——“从感激他人的劳动做起，
学会感恩”。我先发言：“每天来教室上课，看到干净的黑板和一
尘不染的讲台，我都很高兴，感谢擦黑板讲台的同学，是你们的
劳动给老师带来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 接着孩子们踊跃发言：
“感谢谢婉君，她把我们的桌子擦得那么干净！”“我们第一组的
桌椅很整齐，经常受到表扬，这要感谢‘卫生小天使’刘彦兰每
节课后摆桌椅！”“我们组的地板 干净，这是组长的功劳，他每
次拖地都用很大的力气，把地板拖得光可鉴人！”……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擦柳柳成荫 ”，没想到一次大扫除
竟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感恩教育契机。 

收获:一点启发，一次尝试 
以劳动为切入口，让学生体验他人劳动的辛苦，从而学会承

担责任，学会感恩，这是本次“大扫除逃跑事件”给我的启示。
这次活动的成功，让我展开了大胆的设想——何不让孩子通过劳
动体验父母的艰辛，从而感恩父母呢？ 

说干就干！我顺势策划了“周末做一天妈妈（爸爸）”的活
动，跟家长取得联系，让他们全力配合，以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要求孩子们在这一天内承担爸爸妈妈要做的事情，可以是工作，
也可以是家务劳动，要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下来，然后在班上进
行交流。 

周一到了，在班会课上我直奔主题：“同学们，周末你做了
一天爸爸，或做了一天妈妈，能说说你的经历吗？”学生经历了
特殊的一天，心里憋了一肚子的话，早就想和大家交流了。听老
师一问，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我随即组织小组讨论，然后推荐
代表发言，要求把一天中 难忘、 深刻的细节说出来。以下是
学生代表的发言： 

王媛媛：我当了一天妈妈，家务活很累就不说了， 让我难
忘的是辅导弟弟写作业。弟弟很懒，总是把作业拖到 后才做。
星期六一大早，我就把弟弟从被窝里拉了出来，逼着他写作业。
可是弟弟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上厕所，我一转身他就拿起玩
具来玩，真是气死我了！我忍不住打了弟弟，他才一边哭一边写
作业，可是书写很潦草，还错了几道题， 后他还在爸爸妈妈面
前骂我是“巫婆”呢。想到妈妈每天不仅要对付古灵精怪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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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辅导懒惰的我写作业，真不容易啊！ 
婉婷：我妈妈是在华丽市场买菜的，我帮妈妈干了一天的活。

半夜就要起来到批发市场拿菜，回来还要择菜，去掉老叶，给青
菜泡水清洗。当我拿着一把收拾好的菜心浸入清水的时候，冷得
手都在发抖，感觉那种冷是刺骨的。中午饭也是在市场吃的，爸
爸送饭的时候叫我累的话就算了，但我想坚持就没答应。一直站
到晚上七八点才卖完了所有的菜，回到家我连澡都没洗，就倒在
床上睡着了。原来妈妈买菜挣钱是那么辛苦啊！ 

荟浩：我做了一天爸爸。我爸爸在妇幼保健院旁边开了一家
水果店，生意很好。我一大早就跟爸爸到上冲水果批发市场去批
发水果，拉了满满一车回来。打开箱子清理，发现不少水果压烂
了，只能丢掉，真可惜！除去这些烂果，我们必须每斤卖高点的
价钱才能有钱赚。而且水果在新鲜的时候才能卖好价钱，不新鲜
的话就要贬值了。我很怕没人来买，怕水果烂掉。每当生意红火
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没人时就很烦恼。生意真难做啊！我以前以
为做生意很简单的，就是用低的价钱拿货，再以高一点的价钱卖
出去就行了。现在我才知道爸爸每天都很辛苦，为了我们的生活，
他吃了很多苦。 

…… 
交流还在继续，同学们说着、感动着。有了做一天爸爸或妈

妈的经历，孩子们对父母更了解了，同时也感受到了父母生活的
艰辛，进而体谅父母关心父母。 

通过劳动，我们体验了父母的艰辛，知道了父母为我们的付
出，我们心中盈满了对父母的感激，那么如何表达这种感激之
情？如何回报父母呢？于是，新的一轮活动“用劳动报答父母恩
情”又开始了！ 

活动反思 

“别让中国现在的孩子成为不懂感恩、不愿感激、不会感动、
只知索取的冷漠一代。”某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这样说。感恩教育
的题材很多，可以听孝敬父母的故事，可以读《弟子规》《三字
经》等民族文化经典，可以唱感恩的歌曲。心理学告诉我们，促
进事物发生改变的有内因和外因，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因。听
别人的感恩故事只是影响学生的外因，而自身的体验才是决定学
生能否感恩的内因。而参与劳动是体验他人和父母艰辛的有效途
径。《新课程标准》提出：“体验”是现代学生学习的突出特征。
“体验使学习进入生命领域，因为有了体验，知识的学习不再是
仅仅属于认知、理性范畴，它已扩展到情感、生理和人格的领域，
从而使学习过程是知识增长过程，同时也是身心和人格健全与发
展的过程。”（《走进新课程》第 133 页） 

教育的契机瞬息即逝，作为教育者要懂得及时把握。通过参
与班级值日劳动，体验同学打扫的辛苦，知道卫生来源于同学们
的劳动付出，从而学会感激他人，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通过做
一天父母的活动，亲历父母每天的辛勤劳动，体验父母的艰辛，
才会体谅父母，从内心感激父母为自己为家庭做的一切。有了劳
动体验的肥沃土壤，才能长出“知恩”的好苗，结出“报恩”的
甜美果实啊！ 

以劳动为切入口，让学生进行易位体验，在劳动中学会感恩。
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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