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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理”为抓手，浅谈小学低段道德
与法治居家劳动教育的实施策略

叶淑颖

（余姚市丰北小学，浙江 余姚 315400）

摘要：笔者立足小学低段道德与法治课程，针对当下居家学习的现状，以“整理”为抓手，巧用现代化教育信息技术，因“家”制宜，

尝试探索出了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六大居家劳动教育的实施策略，旨在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主人翁意识

和责任感，感受劳动带给生活的改变和美好，从而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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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笔者审视当下国内劳动教育的现状，结合小学生

低年级阶段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立足小学低段道德与法

治课程，以“整理”为抓手，巧用现代化教育信息技术，因“家”

制宜，努力尝试，探索出了六大居家劳动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立足课程，活用微课

微课作为目前网络资源最基础、最生动、最形象的在线课程，

毫不意外地成为居家劳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法宝”。

（一）巧用资源，丰富体悟感

笔者的微课教学是以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目标为根本导向，

根据本班学生的特点，选取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比如网络图片、

音乐、视频和新闻，再比如自己拍摄的照片，录制的音频或视频，

还可以通过后期处理，力求给学生带来视听觉等多维度的直观冲

击，令其入境入情，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学习，极大地

丰富了学生自身的体验感悟。

例如部编版的小学《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第十一课《让

我自己来整理》微课教学中，先通过动画片“小猴子闹闹的故事”

和后期录制的音频“妈妈的烦恼”，直观快速地让学生明白了不

会整理物品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困扰。又通过现场录制的小视频，

两个同龄小朋友在真实的生活场景里展示自己居家整理的小妙招，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开动脑筋、参与整理的积极性。最后一首轻快

有趣的网络儿歌《宝宝爱整理》带着学生一起回顾了整理的要诀，

让学生在动听的音乐声中感受劳动带给生活的改变和美好。

（二）化难为易，润物细无声

在《让我自己来整理》这一微课中，将教学重难点简易化，

生活物品卡通化，整理过程视频化，方法要诀儿歌化，强化训练

条理化，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深化了学习内容，

让一年级的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明白了使用完物品要物归原位和

定时整理，获得了自主整理意识的启蒙和自主整理能力的提升。

（三）破除限制，尊重差异性

微课作为网络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选择上拥有很大的自主

性。学生还可以根据的自己的基础和接受度，控制微课视频的播

放速度，看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反复多次播放。在微课《让我自己

来整理》中有张“居家整理小调查”（表 1）需要家长配合完成，

考虑到学生家长的复工的不同实际情况，可自行选择恰当的时间

完成。而另一张“整理提示卡”（表 2）则根据学生不同的自理

能力和完成速度，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而弹性自由的微课可以照

顾到每一位学生的差异性，让劳动体验在学生居家生活学习过程

中真正有的放矢。

请你采访爸爸妈妈，看看自己能得几个笑脸，还有哪些做得

不好的地方？

表 1　居家整理小调查

项目 能得几个笑脸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整理书架

整理玩具

整理书包

整理衣柜

整理书桌

表 2　整 理 提 示 卡

不够好的地方 怎样做得更好

例如：书本摆放不够

整齐

可以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叠放，左对齐，

排列整齐。

二、日常打卡，定期展示

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学生将劳动变成

自觉、日常的生活行为时，劳动素养才能真正形成。因此，劳动

教育必须回归学生生活，加强学生的生活实践，才能真正实现知

行合一。

但低年级学生普遍缺乏自己整理物品的意识和习惯，而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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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整理物品的孩子一般动手能力比较强，也更善于安排自己的生

活，能为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笔者决定借助微信小程序“班

级小管家”的每日打卡功能，由家长监督，每天定时在晚上八点

拍照上传学生亲手整理物品后的照片，反复练习。在此基础上，

每隔一周就在每日打卡中挑选 10 张具有典型性的优秀整理成果照

片，在班级家长群进行展示，点名表扬，并说明原因，借此提升、

强化其他学生的训练。每隔一月就将积累的照片通过“美篇”制

作成视频，分享至班级家长群和朋友圈，争取做到生生参与，人

人有展。

这样日常打卡叠加定期展示的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他人

面前展示自己的努力成果，还可以感受到班集体共同进步的快乐，

继而培养学生良好的居家生活习惯和生活自理能力。

三、花样组织，以赛促学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指出：“动手动脑、

有创意地生活是儿童个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时代提出的要

求……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才智去探究或解决问题，让生活

更丰富更美好，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地展现并提升自己的智慧，

享受创造带来的快乐。”因此，笔者在居家劳动教育中，基于

学生整理知识的学习基础上，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

和比赛。

例如线上“生活小窍门”视频征集活动，以“我们不仅会劳

动，更会巧劳动”为主题，要求学生在拍摄的视频中亲手展示生

活中的小窍门。学生在惊叹其他同学发现的“生活小窍门”之“巧

妙”的同时，自己也会产生试一试的念头，进而体验劳动的乐趣。

此类线上征集活动，不仅可以作为班级资源保留，还能让学生互

相借鉴学习，从而形成良好的班级劳动氛围。

再例如线上直播叠校服比赛。笔者选择每位学生都居家必备

的统一道具——一套校服，开展线上直播叠校服比赛，要求又快

又好，在最快完成的 10 位学生中，由其他稍慢的 34 位同学现场

投票选出最整齐、美观的 3 位学生，授予“自理小能手”称号。

这样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训练劳动技能，展示劳动成果，激发

劳动兴趣，培养热爱劳动的情感。

四、多元评价，珍视经验

笔者根据课程标准中关于评价的建议，采取关注过程、多元

主体、尊重差异的评价方式。积极鼓励学生在班级群、朋友圈、

小程序自评、互评、点赞，在比赛中亲自投票选出“自理小能手”，

完成微课《让我自己来整理》中布置的“整理提示卡”（表 2）等。

积极建议家长参与，班级家长群、朋友圈、小程序上点赞、评论，

配合学生完成微课《让我自己来整理》中布置的“居家整理小调查”

（表 1）等。当然，教师本身也是评价的一大主体，可通过点赞

每日打卡，评选优秀成果，公开点名表扬，发布电子奖状，等等。

即使学生没有达到完美的结果，也要从珍视学生宝贵劳动经验的

角度，以表扬为主，针对性指导为补，帮助学生不断积累成功的

劳动体验，健康、自信地成长。

五、因“家”制宜，由心而发

在这个特殊时期，笔者决定因“家”制宜，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自主选取身边现有的生活资源，例如喂养家里的小

动物，浇灌院中的花草树木，帮爷爷奶奶到菜地进行采摘，更有

甚者跟着志愿者妈妈做起了“蚂蚁微公益”，帮助滞销的农家拔

摘大蒜，等等。通过以上自主选择的生活劳动实践，让学生明白

生活即学习，由心而发，热爱劳动，自觉主动分担力所能及的劳动。

六、树立榜样，达成共识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笔者以为，树立榜样，与其一味地追求高大尚，不如就“地”

取材，在本班学生中选择具有高认同感的劳动小楷模，将他们居

家劳动的典型事例，以短视频的形式加以宣传、表彰、推广，以

榜样的作用，带动班级其他学生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进而创造

出关心和支持劳动的良好班级氛围。

而家长则是学生居家劳动学习的另一典型榜样，俗话说，家

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低年级学生对父母还

有较强的依赖性和模仿性，要是家长能以身作则，努力营造支持

和坚持劳动的良好家庭氛围。那么，日积月累长期熏陶下，学生

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就会达成人人都要劳动，劳动最光荣的共识。

小学阶段是劳动教育的关键期，而小学低年级阶段更是儿童

从幼儿生活向小学生活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儿童品德、智力和

生活能力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特殊时期，笔者作为一名一线道德与法治教师，有责

任也有义务，立足实际，以“整理”为抓手，采取行之有效的现

代化实施策略进行居家劳动教育，引导小学低年级学生在居家生

活劳动实践的过程中，自觉参与、亲自动手、坚持不懈，掌握简

单的居家生活劳动技能，提高居家生活自理能力，养成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感受劳动带给生活的改变和美

好，从而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也为学生日后成为高素质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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