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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基于青云谱区小学阶段劳动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颜　洁　严永青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教师发展中心，江西 南昌 330024）

摘要：为全面了解我区小学阶段劳动教育的基本情况，本次调查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科教育的基本方面，主要从教师及学生对劳

动教育的态度和认识、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开设、教师关于劳动教育教学及效果，学生参加劳动和劳动教育实践，学校劳动教育保障，

劳动教育信息化等六个方面进行问卷设计和网络调查，经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后得出：学校普遍重视劳动教育、学生普遍喜欢劳动课程，

教师对劳动教育的价值认知和目标定位较高，教师开展劳动教育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注重实践活动，多种动机激励学生愿意参加

劳动和接受劳动教育，信息技术运用已成常态、使用意愿强烈；同时也发现一些过去比较常见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如劳动课程仍存在

被挤占和未开齐开足现象，师资配备不足、教师培训滞后，劳动指导用书缺乏，劳动实践场所建设有待加强，劳动教育评价机制有待健

全，数字化资源类型不多、内容不够丰富等问题；对此，提出要明晰劳动教育的全方面育人意义，要以开展劳动实践为主的全路径育人，

要切实加大劳动教育场地和设备的投入与利用，要重视劳动教育专项培训和师资队伍建设，要完善劳动教育评价和督导机制，要加强劳

动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和精品资源培育，多措并举发力，补偿不足、解决问题，推进和保障区域小学阶段劳动教育规范发展，并努

力追求发展更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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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

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融通

五育的粘合剂，是立德树人和提升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基本路径”，

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劳动教育的发展状况

和水平，将客观呈现和反映出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质量水平，直接

影响和制约着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更

好地落地发展，需要全面、客观地把握劳动教育的现实状况。根

据已有的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成效已经凸

显，基本实现了劳动教育活动全覆盖，逐步显现劳动教育课程独

立地位，初步形成家校社三方协同劳动育人机制。但同时存在着

区域发展不均衡、学段间差异大等问题，影响中小学劳动教育实

施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实践场所、劳动指导用书、劳动专任教师、

劳动教育评价等。

自 2022 版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颁布以来，青云谱区为加快

推进全区小学阶段劳动教育发展，特别注重小学阶段劳动课程建

设和劳动教育信息化，旨在通过劳动课程的规范化发展和促进劳

动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并依托中央电化教育馆的“新时代

学校劳动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众筹众创”试点活动项目开展

研究，提高区域劳动教育质量和育人效果。基于此，很有必要对

当下小学阶段劳动教育的最为基本的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和准确把

握，分析总结出学校劳动教育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由此提

出相应的发展策略，推动全区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劳动教育规范健

康发展，为区域劳动教育发展高质量奠定基础。

二、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方法

为了解分析全区小学当前劳动教育的进展、成效与问题，青

云谱区教师发展中心共研制了《南昌市青云谱区小学劳动教育现

状调查问卷》教师卷和学生卷，教师卷和学生卷均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基本情况部分，二是劳动教育部分。其中劳动教育部分，主

要从教师及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态度和认识情况，学校劳动教育课

程的开设情况，教师劳动教育教学及效果情况，学生参加劳动和

劳动教育实践情况，学校劳动教育保障情况，劳动教育的信息化

情况等六个维度进行设计。设计问卷题目数量，教师卷共 20 道题、

学生卷共 15 道题。

本次问卷，根据调查目标，在区属的全部 19 所小学通过问卷

星线上填写的方式展开调查。总共 61 名任教劳动学科的教师有效

完成问卷，2123 名小学生有效完成问卷。抽样方法科学、抽样数

据可靠，能相对准确地反映全区小学劳动教育的基本现状。

（二）事实与分析

通过问卷，结合数据分析发现本区小学劳动教育：学校普遍

重视劳动教育、学生普遍喜欢劳动课程，教师对劳动教育的价值

认知和目标定位较高，教师开展劳动教育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且实践活动更多，多种动机激励学生愿意参加劳动和接受劳动

教育，信息技术运用已成常态、使用意愿强烈。

1. 学 校 普 遍 重 视 劳 动 教 育， 学 生 普 遍 喜 欢 劳 动 课 程。 有

94.78 的学生选择学校开设了劳动教育课程，有 98.36% 的教师和

82.02% 的学生认为学校劳动教育课程不会被占用，这些数据表明

学校普遍重视劳动教育，与 86.89% 的教师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劳

动教育的占比基本一致，反映数据之间逻辑关系一致，能相互印证。

74.31% 的学生喜欢学校开设的劳动课程，且没有性别差异，与“是

否独生子女”关系不大，也侧面反映学生普遍喜欢学校劳动课程。

2. 教师对劳动教育的价值认知和目标定位较高。教师能充分

认识到劳动教育的全面育人功能，能客观全面理解劳动教育，而

不是简单的将劳动技能培养当作劳动教育的全部。数据显示，在

对劳动教育的目的认知上，选择培养学生“劳动意识、正确劳动

价值观、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比例分别为

96.72%、96.72、93.44、93.44、91.8，从这可以获知教师们的认知

定位完全超出了传统的知识与技能层面而上升到素养层面，教师

们普遍认为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还需要培养孩子们的劳动素养，

占比高达 98.3%。

3. 教师开展劳动教育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注重劳动实

践。教师问卷中，教师教授的劳动技术项目（多选），日常生活

劳动（86.89%），手工（81.97%）、植物栽培（67.21%）三类占

比很大，动物饲养（14.75%），木工（22.95%）、金工（9.84%）、

电工（9.84%）占比较少；学生问卷中，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课程（多

选题），手工类 60.42%、种植养殖类 52.8%、家政类 39.8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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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科技类的编程和模型制作和其他等，说明上述课程学校开设

比较普遍、门类较多、内容丰富，且与家庭劳动相互补充。另外，

教师在进行非劳动学科的教学时，77.05% 的教师经常对学生进行

劳动意识熏陶和劳动技能培养，劳育与其他各育有机渗透和融合。

4. 多种动机激励学生愿意参加劳动和接受劳动教育。根据学

生问卷数据，从学生愿意参加劳动的原因（多选）是为了“提升

自己劳动能力”（84.75%）、“帮助父母减轻负担”（62.73%）、“通

过劳动锻炼身体”（60.75%）和“可以接触新鲜事物”（59.2%），

可知学生参加劳动的动机正确，且内部动机强于外部动机，与学

生参加劳动的情况（多选）“自愿参与劳动”（74.64%）、“学

校布置任务”（59.48%）和“家长要求”（42.16%）选择基本一致，

同时也体现出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 动教育的合力育人成效。

5. 信息技术运用已成常态、使用意愿强烈。教师问卷中，

90.16% 的教师教室用 PPT 等教学辅助工具上课，教师知识传授不

再是口耳相传；教师“希望”在劳动教育课中使用视频（83.61%）、

动画（78.69%）、VR 和其他（72.13%）等信息技术工具，从这些

数据可以看出每位教师教学上都至少希望用上两种信息技术媒介。

学生“希望”在劳动教育课上老师提供信息化资料，选择“视频

72.99%、动画 54.92%”“VR 和其他”72.33%，情况与教师问卷

基本一致。

三、主要问题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全区小学劳动教育尽管基础良好，但过

去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1. 还存在课程被挤占和未开齐开足现象。在学生问卷中，极

少数学生认为劳动教育课程经常或偶尔被占用，在教师问卷中，

也存在极少数教师认为学校劳动课程被占用情况。

2. 师资配备不足、教师培训滞后。从教师问卷数据看，全

区无专职劳动教育教师，劳动教师由语文、数学、英语等其他课

程教师兼任，其中劳动教师同时担任班主任的比例最大，达到为

60.66%。有近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学校实施劳动教育受到上级和

专业人员的引导和指导不够，大多数教师认为需要通过建立专业

指导队伍，加强课程指导来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3. 劳动教育指导用书缺乏。有五分之二的教师认为没有合适

的教材，正因为劳动教材的缺乏，致使极少数教师认为劳动教育

存在走形式，没有真正落实，绝大多数教师认为要通过进一步改

善和丰富劳动教育课程内容来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4. 劳动实践场所建设有待加强。有超过半数教师认为学校没

有配置专门的劳动教室或其他劳动实践场地。

5. 劳动教育评价机制有待健全。有半数教师认为学校的劳动

教育评价机制很薄弱，有近三分之二的教师认为要通过加强学校

领导的劳动教育意识、完善学校劳动教育制度、采取更有力措施

来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6. 数字化资源类型不多、内容不够丰富。在问卷调查中，有

四分之一的教师和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学校没有使用“视频、动

画或 VR”等数字化资源开展教学，大多数教师认为需要通过开通

信息化渠道，开发校内外资源来提升劳动教育质量，加强数字化

资源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 

四、发展建议

通过对本次问卷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具体区情对全区小

学劳动教育的推进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明晰劳动教育的全方面育人意义，明确培养学生的劳

动素养

应深刻理解新时代劳动与劳动教育的内涵，通过劳动教育帮

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理解劳动，促进学生社会化。要通过 2022 版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劳动课程标准的学习，引导全区学校和教师

明晰定位劳动教育，把握劳动课程新理念、新要求，增强课程意识、

提升课程能力，形成课程育人、全面育人的良好氛围，提升学生

劳动素养。

（二）以开展劳动实践为主的全路径育人，加强家校社育人

合力

围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根据学生经验

基础和发展需要，以劳动项目为载体，以劳动任务群为基本单元，

以学生经历体验劳动过程为基本要求，构建覆盖三类劳动、学段

进阶安排、有所侧重的课程结构。强调学生直接体验和亲身参与，

注重动手实践、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学创融通，倡导“做中学”“学

中做”。同时坚持用好劳动教育的家庭路径，布置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作业，强化家长和学生的劳动意识。加强家庭、学校和社

会的劳动育人合力。

（三）切实加大劳动教育场地和设备的投入与利用

落实劳动教育的困难之一在于活动场地设备不足。一是校内

设施。学校劳动教育的场地，要保证每个班级在校内有劳动实践区，

有若干可供学生劳动实践的场地，有可供开展创新性劳动学习活

动的专用教室等。二是社会资源，充分挖掘、利用社会各个机构

和组织给学生提供的劳动教育场所，促使各类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素质教育基地、研学旅行营地和基地以及其他社会资源联动。

（四）重视劳动教育专项培训和师资队伍建设

在开齐开足劳动课程、配齐劳动教师队伍的基础上，在各个

学科培训活动中融入劳动教育，使得更多教师可以从学科融入角

度推进劳动教育；也可以组建劳动教育的专项师资培训班，提高

劳动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推动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五）完善劳动教育评价和督导机制，保证劳动教育有效落

实

评价督导是劳动教育实施的重要保障。注重评价内容多维、

评价方法多样、评价主体多元。既要关注劳动知识技能，更要关

注劳动观念、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精神；既要关注劳动成果，

更要关注劳动过程表现。

（六）加强劳动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和精品资源培育

青云谱区已成功申报中央电化教育馆组织开展的“新时代学

校劳动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众筹众创”试点活动以来，已积

极组建成立“晨兴”劳动教育共同体，确定种子学校和实验学校，

开展劳动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众筹众创活动，要加快建设一

批方向正确、理念先进、特色鲜明、推广价值高的义务教育学校

劳动教育数字化课程资源，形成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典型案例。

通过新时代劳动教育典型培育，一方面促进薄弱学校开齐、开足、

开好劳动教育相关课程，另一方面培养一批新时代义务教育学校

劳动教育信息化领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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