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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教学研究

赵硕媛

岑溪市实验小学　广西岑溪　543200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影响，通过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

问卷调查、实验测试和数据分析等方法，收集学生在语言表达能力、劳动技能掌握程度、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跨学科融

合教学效果以及家长反馈与社会效应等方面的数据。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上述各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验证了该

教学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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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跨学科融合已成为提升

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之一，其教

学内容与方式的创新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具有重要意

义。劳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劳动观念的关键环

节，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探索语文学科

教学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提升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框架

1.1 跨学科融合的意义

跨学科融合的意义深远，特别是在语文学科教学与劳

动教育相结合的语境下。它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

合，实现了知识的综合应用与创新发展。两者结合既包含

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彰显鲜明的实践特色。语文学科教学

与劳动教育在培养目标上高度契合，通过跨学科融合可以

更有效地实现教育目标，促进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协调发展。

1.2 劳动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在语文学科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其作用显著且多维。

劳动教育为语文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情境，不仅丰富

了教学内容，还使学生能更直观地理解语言文字的情感与

意义，增强了教学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劳动教育的融入有

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通过亲身体验劳动的

乐趣和价值，学生更加主动地投入语文学习。

2. 原理与方法

“三思一体 五步一文”读写融合教学原理是一种创新

的教学模式，旨在通过深度思考和多维度融合提升学生读

写能力。其中“三思”包括理解文本、分析作者意图及批

判性思考；“一体”强调读写结合，相互促进；“五步一文”

则涵盖选题、构思、初稿、修改至定稿的写作过程。在语

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结合的背景下，生可通过记录劳动过程、

分享感悟并运用此原理将其转化为文字作品，不仅提升读

写能力还加深对劳动教育的理解与体验。

3. 模拟仿真实验设计

3.1 “语文 + 劳动”习作实践

本实验旨在探讨“语文 + 劳动”习作实践对学生语文

写作能力及劳动认知的影响，通过结合语文教学与劳动实

践，观察学生在实际劳动中的观察、思考与表达能力，以

及这种结合对学生劳动态度和技能的提升作用。参与对象

为随机选取学生共 60 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人。

（1）实验组：参与为期一个月的“语文 + 劳动”习作

实践活动，活动包括田间劳作（如种植蔬菜）、工厂参观、

社区服务等多种形式。每次活动后学生需撰写一篇与劳动

相关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和反馈。

（2）对照组：继续按照传统语文教学方式进行教学，

不进行额外的劳动实践活动。

（3）数据收集：在实验前后分别对两组学生的语文写

作能力（通过作文评分衡量）和劳动认知（通过问卷调查

和访谈收集）进行评估。为了量化评估“语文 + 劳动”习

作实践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影响，构思了以下数学公式：

其中 Wpost 表示实验后学生的写作能力评分；Wpre 表示

实验前学生的写作能力评分；L 表示学生在劳动实践中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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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或努力程度（可通过教师评价、学生自我报告等方式

量化）；δ 为劳动实践对写作能力提升的系数；ϵ 为随机

误差项。

表 1  写作能力评分结果

组别 实验前 实验后 劳动参与度

实验 75.2 ± 5.6 82.4 ± 4.8 4.3 ± 0.8

对照 74.8 ± 5.3 76.1 ± 5.1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实验后实验组的写作能力评分显

著高于实验前，且高于对照组实验后的评分。这表明“语

文 + 劳动”习作实践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

劳动参与度与写作能力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参与度越高的学生，其写作能力提升可能越明显。对照组

学生的写作能力在实验前后虽有提升，但幅度较小且显著

低于实验组。

3.2 “小小土豆，快乐万千”跨学科融合实践

本实验旨在探索“小小土豆，快乐万千”跨学科融合

实践对学生语文知识应用、劳动技能提升及跨学科思维培

养的影响，通过种植土豆的实践活动将语文教学与劳动教

育相结合，观察学生在实际劳动中如何运用语文知识，以

及这种融合对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随机选取学

生共 80 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人。

（1）实验组：参与为期两个月的“小小土豆，快乐

万千”跨学科融合实践活动，活动包括土豆种植知识讲解（结

合语文课文中的相关知识）、实地种植操作、生长过程观

察记录、土豆收获与销售等环节。在每个阶段学生都需撰

写相关的日记、报告或文章，记录自己的体验、感悟和收获。

（2）对照组：继续按照传统语文教学和劳动教育方式

进行教学，不进行特定的跨学科融合实践活动。

（3）数据收集：在实验前后通过问卷调查、测试、

作品评价等方式收集学生在语文知识应用、劳动技能、跨

学科思维等方面的数据。为了量化评估“小小土豆，快乐

万千”跨学科融合实践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影响，构思了以

下数学公式：

其中 C 代表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指数；L 代表劳动技

能提升程度（可通过种植土豆的熟练度、产量等指标衡量）；

G 代表语文知识应用能力（可通过作文质量、语言表达能

力等指标衡量）；T 代表跨学科思维能力（可通过解决问题

时的创新性、灵活性等指标衡量）；α、β、γ 分别为劳

动技能、语文知识应用和跨学科思维能力的权重系数，且

满足 α+β+γ=1；ϵ 为随机误差项。

表 2  数据及结果分析

组别 劳动技能 语文知识应用 跨学科思维 综合指数

实验 85.3 ± 4.7 90.2 ± 3.5 88.1 ± 3.2 87.9 ± 3.0

对照 72.1 ± 6.1 78.4 ± 5.2 75.6 ± 5.8 75.4 ± 5.5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在劳动技能提升程度、

语文知识应用能力和跨学科思维能力方面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这表明“小小土豆，快乐万千”跨学科融合实践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综合能力提升指数也显

示出实验组学生的整体表现明显优于对照组，进一步验证

了实验的有效性。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学生劳动技能掌握程度

为了评估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学

生劳动技能掌握程度的影响，设计了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

学生的劳动技能测试。测试涵盖了基础劳动技能、创新劳

动技能以及团队协作技能等多个维度。

表 3  学生劳动技能掌握程度实验结果

组别 基础劳动 创新劳动 团队协作

实验 87.5 90.2 89.6

对照 75.3 74.8 76.1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在基础劳动技能、创

新劳动技能以及团队协作技能等方面的评分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这表明通过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掌握基础劳动技能，还能在创新劳动

和团队协作方面展现出更强的能力。

4.2 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提升

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对比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以评估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具体影响。

表 4  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实验结果

组别 语言表达 流畅度 丰富度 清晰度

实验 85.6 90.2 88.4 87.1

对照 76.3 78.5 75.9 74.2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平均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实验组学

生在语言表达流畅度、词汇丰富度及逻辑清晰度等方面均

表现出色，这与该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运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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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识、进行语言交流有关。

4.3 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变化

为了评估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学

生劳动认识和态度的影响，设计了一系列问卷调查并收集

了学生的反馈。

表 5  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变化实验结果

组别 价值认同 兴趣 参与 自豪感

实验 92.1% 88.5% 90.3% 91.2%

对照 76.4% 72.8% 75.9% 74.6%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度、

对劳动的兴趣度、参与度及自豪感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

表明通过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对

劳动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积极变化，开始更加认同劳动的

价值，对劳动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更愿意参与到劳动实

践中并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自豪感。

4.4 跨学科融合教学效果

为了评估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跨学科融合教学

效果，设计了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评估指标，包括学

科交叉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学习兴趣以及综合学业成绩。

表 6  跨学科融合教学效果实验结果

组别 学科交叉 创新能力 学习兴趣 综合成绩

实验 89.5 90.2 92.1 88.4

对照 76.3 74.8 78.5 75.9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在学科交叉应用能力、

创新能力、学习兴趣以及综合学业成绩等方面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这表明通过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跨学科

融合教学模式，学生不仅提升了语文学科和劳动技能，还

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学习兴趣。

4.5 家长反馈与社会效应

为了评估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

对家长反馈及社会效应的影响，设计了针对家长的调查问

卷并收集了相关数据。

图 1  家长反馈与社会效应实验结果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家长对孩子接受语文学科

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的满意度、对孩子综合能力

提升的认可度、对教育模式的支持度以及社会认可度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该教学模式不仅得到了家长的广泛

认可和支持。

5. 讨论与建议

语文学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在提升学

生语言表达能力、改变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促进跨

学科融合教学以及获得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方面均取得

了显著成效。基于实验结果建议教育实践者在实施语文学

科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时，应注重跨学科融合，

强化学生在劳动实践中的语言表达训练，同时通过持续的

教学改进与评估，不断提升该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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