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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融合视域下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劳动教育的策略
李　春

（咸丰县小村乡民族初级中学，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445600）

摘要：学科融合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将历史学科与劳动教育相融合可以实现不同学科思维方式的碰撞和交流，是初中

教育的实际所需。在学科融合视域下，劳动教育在初中教育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劳动教育在初中生的发展、学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初中历史教材中具有丰富的劳动教育素材，历史教师应当充分发掘历史教材，以历史课程为载体开展劳动教育。基于此，本文将分析学

科融合视域下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劳动教育教学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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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在各学科教学

中应当做到有机渗透劳动教育，实现学科融合。在新时代背景下，

开展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劳动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

间的关系，培养学生积极劳动、热爱劳动的意识。初中历史教学

与劳动教育存在着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的发展离不

开人类劳动、生产工具的发展进步、技术创新。因此初中历史教

师可以通过历史知识给学生树立劳动意识，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

育人价值，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体会劳动精神，为新时代培养全

面发展人才。

一、学科融合视域下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劳动教育教学策略

（一）深度研究历史教材，整合学科融合内容

初中劳动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品质，

重点要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劳动。初中历史教材

中含有丰富的劳动教育元素，教师应当深入研究历史教材，整理

与劳动教育相关教学内容，从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开展劳动教育，

使学生明确劳动概念，对劳动意义、劳动价值进行深化、细化。

通过发掘历史教材内劳动教育元素使学生对劳动内涵产生深刻的

理解，从对劳动的简单认知转变为深层次的理解。

例如在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上册《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的教

学中，从早期发展到现代，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

劳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劳动是促进人类文明形成的基本途

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古人的生存条

件非常艰苦，他们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如何解决衣食住行？“猿

是如何一步步转变成为人？”“哪些行为代表着人类的进化？”，

通过一系列问题引入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在学生的脑海中

建立劳动与社会发展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劳动是

使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承的根基。再如，在人教版历史

七年级上册《秦统一中国》的教学中，教师在讲述秦始皇暴政

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提出问题：“制作兵马俑的泥土是怎么得到

的？”“制作一个兵马俑需要多长时间”“兵马俑的运输需要多

少劳动力”等问题，利用历史教材中的空白引发学生进行思考和

想象，学生在思考劳动中进一步理解历史，在提高学生史料理解、

研读能力的同时，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

（二）创新历史教学方法，提高劳动教育水平

目前，初中历史教学存在着教学方法单一、劳动教育缺乏创

新性的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教师可以从学生发展认知、兴

趣爱好、教材知识内容结构、劳动教育特点多个方面出发，创新

历史教学方法，提高劳动教育水平。

例如在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下册《科技文化成就》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开展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给学生呈现一个

或多个案例，开展对案例的分析和解读，对学生提出一系列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历史课堂的互动性，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劳

动精神。教师可以以“袁隆平与杂交水稻”为教学案例，通过袁

隆平研制杂交水稻的艰辛历程，向学生提问：袁隆平在研制过程

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为解决问题他付出了哪些努力？将历史知识

与劳动相结合，让学生更加崇敬劳动，树立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光荣的价值观念。除案例教学法外，教师还可以开展探究教学法。

例如在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上册《两汉的科技和文化》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以造纸术的发明作为劳动教育的切入点，在课堂中开展

探究活动。教师在讲解完造纸的工艺流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亲

自动手完成造纸工艺流程。通过探究活动，不仅可以使学生对两

汉科技文化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还可以感受劳动推动社会发展

的作用，并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

（三）巧妙利用历史人物，发展学生劳动品质

利用榜样人物是将历史教学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之一，榜样人物的引入，可以使学生对劳动教育产生强烈共鸣，

提高学科融合水平。教师可以将劳动模范作为历史课堂教学的切

入点，借助榜样事迹更好地体现劳动精神，在学生的内心深处产

生对劳动榜样的敬佩之情。因此，在学科融合视域下，教师想要

将劳动教育巧妙地渗透于历史教学中，需要对历史教材中的劳动

榜样进行深度研读，在历史人物中总结提炼劳动品质，实现历史

教学与劳动角度的高质量融合。

例如在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下册《宋元时期的科技与中外交通》

的教学中，毕昇是一位卓越的发明家，因此教师可以以“毕昇”

作为劳动模范，他在劳动实践中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让学生认识

到毕昇的发明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印刷速度，同时还为知识文化传

播和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教师应当充分发挥历史人物对学生劳

动精神培养的作用。再如在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下册《明朝的科技、

建筑与文学》中，教师可以以宋应星的历史贡献作为劳动教育的

切入点，向学生介绍宋应星在明朝时期科学事业中的贡献，介绍

天工开物装置如何方便人们的生产生活。除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外，

教师还可以将国外历史人物作为劳动教育榜样，如可以讲述爱迪

生故事，让学生认识劳动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

以历史人物作为劳动教育榜样时，教师需要注重历史人物事迹的

代表性，尊重不同历史人物之间的差异性，在讲述历史人物劳动

事迹时，需要从细节入手，切忌不可夸大劳动事迹，或仅将劳动

教育停留于表面，需要将劳动教育与历史教学做到有机融合，并

紧扣劳动教育核心。

（四）培养历史核心素养，重塑劳动教育理念

核心素养的培养是初中历史教学重点，初中历史学科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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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是指在历史的学习过程中使学生掌握历史知识、具备历史分析

能力、拥有历史思维以及养成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历史核心素养

的培养与劳动教育关系密切，按照传统劳动分类理论，可以将劳

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类，体力劳动主要体现为实践行为，

脑力劳动主要体现为思维层次的活动。

例如在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上册《甲午中日战争与瓜分中国狂

潮》的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能力，教师可以给学生

布置搜集并整理与本节课相关史料、分析史料的课下作业，这是

初中历史脑力劳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以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的核心

素养为中心，创新历史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历史分析和解释能力。

开展史料分析，从客观角度，学生需要以历史史料为依托，从史

料出发，从主观性角度开展对史料的分析，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

历史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逐步引导学生

开展头脑思维风暴，通过脑力劳动的形式，让学生思考中华民族

自强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激发

学生的劳动热情。

（五）重构教材主题单元，增强学生劳动认知

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是按照“单元—课—目”的结构进行编

排的，这一结构具有逐步递进的逻辑关系，因此教师可以基于教

材结构以及劳动教育需求，对教材主题单元进行整合重构，在初

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

例如教师在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下册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第

二单元《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和第六单元《科学技术的成就》

进行整合，建立“劳动人物”的教学主题，将焦裕禄、王进喜、

雷锋等劳动模范与邓稼先、杨利伟、钱学森、袁隆平等科技人才

相联系，让学生体会在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离不开无数劳动人民。

虽然两个时代不同，但从劳动精神到科学家精神都是祖国建设发

展的核心。再例如，教师可以对初中历史教材进行整合，构建“中

国古代科技、文化”主题，包含四大发明、文学、科技著作如《本

草纲目》和《齐民要术》等、书法绘画等，让学生认识到古代科技、

文化也是劳动人民经过劳动后的成果，更应当尊重劳动、保护文

化遗产。除课堂劳动教育外，教师还应当给予学生劳动实践的机会，

很多学生对古代农耕工具容易产生混淆，在理解农耕工具与古代

人民智慧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困难，教师可以开展“古代农耕工具”

专题，将曲辕犁、筒车等劳动工具照片进行整理，以图片的形式

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更好地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六）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实现劳育智育均衡

开展多元化评价，是初中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要

求的体现。如何开展多维度客观评价，是学科融合视域下初中历

史教学渗透劳动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在学科融合视域下，开展

劳动教育应当从学生核心素养开展评价，不断完善历史教学与劳

动教育学科融合建设，实现智育与劳育均衡发展，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例如在开展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上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的教学时，教师完成课堂教学后，可以对学生课堂学习收获、历

史知识融合能力、历史知识应用能力三个方面开展评价。首先，

在课堂学习收获评价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围绕劳动教育与“经济

和社会生活变化”相联系，讲述自己的理解，教师及时给予点评；

教师可以将学生划分为几个学习小组，让学生针对上述问题开展

自由讨论，学生通过交流讨论实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其次，

在历史知识融合能力的评价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围绕如何应用

劳动解决历史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吗，使劳动

教育与历史教学深度融合。最后，历史知识应用能力评价，是前

两项评价内容的延伸，从学生如何将历史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

以劳动形式如何应用历史知识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综上，

在学科融合视域下，开展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劳动教育的教学评价

应当做到多元、多角度、多层面。

化中使学生心中树立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

二、学科融合视域下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劳动教育效果分析

（一）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当贯彻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在学科融合

视域下，将劳动教育与历史教学相融合，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

教师应当针对不同历史内容以及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使劳动教育

与历史教学走近生活。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可以更

好地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正确看待劳动，拓宽学生对问题思考

的角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改善初中历史教学效果

在初中历史课堂中渗透劳动教育，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对历史

探索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从劳动这一视角看待历史、感悟历史。

例如在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上册《洋务运动》的教学中，若不采用

学科融合教学方法，教师通常会从探讨洋务企业失败原因入手，

然而从劳动教育出发，可以引导学生从劳动教育观念思考洋务运

动失败的原因，使学生的思维不再浮于表面，并进一步思考洋务

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意义，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历史思维，

还充分体现了历史学科的育人价值。

（三）提高初中历史教学水平

学科融合是提高初中历史教学水平的重要方法，在初中历史

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是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体现，更凸显学生在

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在学科融合视域下，发掘历史教材内劳动教

育元素是对历史教材内容的重新解读和构建，在历史教学中开展

劳动教育，将历史知识与劳动相连接，使历史知识更具有生活化，

更好地激发学生对历史探索的热情和主动性。将历史教学与劳动

教育相结合，符合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能够为初中历史

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三、结论

综上所述，劳动教育是初中教学的重点内容，在学科融合视

域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对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养成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发展劳动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初中历史教师应当充分重视劳动教育与历史学科的融合，立足历

史教材，充分发掘劳动教育元素，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在教学

中强调劳动实践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性，引发学生共鸣，

传递劳动光荣的理念，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落实历史学

科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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