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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年9月10日，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要让学生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明白劳动

是最光荣、最崇高的事情之一。他还强调，要通过劳动教育来引导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并能够在将来勤奋工作。高

中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一门掌握书本知识、提升学习能力的学科，在具体实践操作方面也有着极强的指导能力，具有综合性

强、实践性丰富等特点。根据语文教学特点，将学生的劳动教育与教师的语文教学进行高效率融合，这样既帮助学生提高

语文学习文化能力，又提升学生劳动实践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高中育人质量。如何更好的将劳动教育融入高中语文教学

则成为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本研究围绕挖掘教材、丰富阅读和创新写作三个角度，从主题单元、具体课文、小组阅

读、群文阅读、材料搜集、写作训练六个方面出发，在“五育并举”的教育背景下，调动教师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融入劳动

教育，帮助学生不仅能够在语文素养上得到提升，还能在品德修养、智力发展、身体健康、审美情趣和劳动习惯等多个方

面受益。相信通过长期努力，一定会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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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一门掌握书本知识、提升学习

能力的学科，在具体实践操作方面有着极强的指导能力。

其综合性强、实践性丰富等特点，决定与劳动教育融合渗

透，相较于其他学科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语文教学中引入

劳动教育后，会在学习内容与教学目标方面获得新的提

升，以提升学生核心文化素养教育为目标，以动手实践感

悟为课后实践辅导。因此，教师应根据语文教学特点，将

学生的劳动教育与教师的语文教学进行高效率融合，这样

既帮助学生提高语文学习文化能力，又提升学生劳动实践

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高中育人质量。

一、挖掘教材

（一）主题单元

语文教学本质上是学生、教师和文本三者之间进行互

动交流的过程。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围绕单元主题，

对同一类别的课文进行集中讲解。为了更好地融入劳动教

育，教师应当发掘教材中与劳动相关的元素，找到文本与

劳动教育的契合点，巧妙地将劳动教育的理念贯穿于教学

之中。

在高中语文统编版教材中，必修上册第二单元则是与劳

动教育相关的主题单元。通过一系列与劳动相关的文章，

展现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弘扬了劳动者的高尚品质。例

如，其中包括报道优秀劳动者袁隆平的杰出事迹的文章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

平》，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

不懈努力与巨大成就，展现了他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所付

出的心血。以及倡导践行工匠精神的文章《心有一团火，

温暖众人心》，这篇文章则讲述了全国劳模张秉贵作为一

名普通售货员，如何以热情的服务和精湛的技艺赢得顾

客的赞誉，体现了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探界者”钟

扬》则描写了植物学家钟扬在高原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艰

辛历程，突显了他在科学探索中的执着与奉献。此外，还

有一些反映普通劳动者生活与工作的文章，如描述采芣苢

者、插秧者的篇章。

通过这些文章的学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深切的感

受这些劳动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劳动精神，使学生领悟

到劳动的重要伟大意义，使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念，使劳动精神继续传承与发展。

（二）具体课文

高中语文教材中蕴含丰富的劳动元素，教师应深入挖掘

这些资源，以充实劳动教育的内容。通过细致分析教材，

教师可以将劳动教育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以下是一些与

劳动教育相关的课文示例，这些文章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例如，在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下册的诗歌《大堰河——我

的保姆》中，诗人艾青深情地描述了自己保姆大堰河一生

的艰辛与悲苦，表达了他对大堰河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切



4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6)2024,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怀念与由衷赞美。而在《边城（节选）》这篇课文中，老

船夫在茶峒边城的小溪上，五十年如一日地默默撑渡船，

无论风雨，始终勤勉地接送来往的客人，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这位质朴憨厚、具有侠义心肠的老船夫，令人敬佩并

值得学习。《卖炭翁》是一首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描

绘了一个卖炭老人的辛酸生活。这首诗通过对卖炭翁艰辛

生活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同时也揭

示了社会不公的现象。通过学习这篇课文，学生可以感受

到劳动者的艰辛与坚持。朱自清的《背影》的主要内容是

描写父子间的亲情，但文中父亲的形象也是一个典型的劳

动者形象。父亲为了家庭的生计，辛苦劳作，背影成为了

作者心中永恒的记忆。这篇文章可以用来引导学生思考劳

动者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和贡献。朱自清的散文《荷塘

月色》尽管主要是描写自然景致，但文中提到了荷塘边

农民的劳作场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劳动人民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画面，可以用来引导学生思考劳动与自然的关

系，以及劳动的美好。

除以上篇目之外，高中语文教材中还有很多其他与劳

动因素相关的课文，这些课文都包含许多关于劳动教育的

内容，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加入这些内

容，由此促进学生的整体发展[1]。

二、丰富阅读

（一）小组阅读

阅读文学作品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

提升其阅读与交流能力。教师可以在组织教学活动时让学

生通过阅读与劳动相关文学作品的形式，从文学作品中品

味劳动内涵，学会正确看待劳动者并感悟劳动。

为了更好的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效率，教师可

在班级设立阅读小组，根据班级规模和学生情况，将学生

分成4-6人的小组，确保每个小组成员之间可以有效沟通，

并且尽量做到小组成员的多元化，让不同性格和特长的学

生能够互补。小组成员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互相促进，规

定限制时间全员完成某一本著作的阅读，小组成员在阅读

完指定内容后开始内部讨论，可以使用思维导图、表格等

形式记录讨论结果。教师可以提供一些引导性的问题，帮

助学生深入思考，比如：“文中哪些细节体现了劳动者的

艰辛？”、“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表达对劳动者的尊重

的？”等。教师最后对各小组的表现进行总结，强调劳动

教育的重要性和学生们的努力成果。同时，教师还可以直

接说明每一个学生小组的优点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鼓励学生持续关注劳动教育。

通过这样的小组阅读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文素

养，还能够促进学生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劳动教育

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同时，这种方式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语文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2]。

（二）群文阅读

在高中语文学习中运用“群文阅读”的方式融入劳动

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群文阅读是指在同一主题

下，选择多篇相关的文章，让学生通过比较阅读来加深理

解和领悟。

为了更好地渗透劳动教育，教师可以将阅读文本从课内

延伸到课外，通过阅读引导学生感受和品味劳动的内涵。

如《暴风骤雨》《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欧也妮·

葛朗台》等国内外优秀文学作品中都蕴含着许许多多关

于劳动教育的元素。其中《暴风骤雨》中，中国农村及广

大农民群众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阶级斗争以及劳动斗

争；《平凡的世界》中包含了作者对身处底层农村青年命

运的关注，歌颂了他们通过辛勤劳动改变自己的人生与命

运；《欧也妮·葛朗台》展现出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等。许

多优秀文学作品中都有对劳动的探讨，教师可查找系列相

关文学作品，列出书目清单让学生进行群文阅读。在阅读

之前，教师可以提前对各个阅读小组提供讨论指南，列出

一些引导性问题，帮助学生深入思考。例如：文中哪些细

节体现了劳动者的艰辛？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表达对劳动

者的尊重的？不同文本中劳动者的形象有何异同？

通过群文阅读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在语文能力上有所提

升，还能在小组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加深自身对劳动教育的

认识，锻炼团队协作与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此外，这种学

习方法还可以高效率的激发起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使语

文课堂更加鲜活和有趣[3]。

三、创新写作

（一）材料搜集

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资源，如在线数据库、教育网站、

社交媒体等，搜集与劳动教育相关的文章、研究报告、新

闻报道等。也可以与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合作，获取更

多一手资料。还可以定期举办与劳动教育相关的主题活

动，如主题演讲大赛、劳动主题征文、最美劳动者摄影展

览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提交作品。通过这些活动收集

学生原创的劳动教育素材，如作文、摄影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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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留心观察与劳动相关的现象，

如家里的手工活、街头的环卫工人等，并记录下来，通过

日记、随笔等形式，记录自己或身边人的劳动故事。也可

以利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与劳动相关的照片或视频，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关注与劳动教育相关的公众号、微博

等，获取最新的资讯和素材。还可以积极参加周边的社

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等其他社会实践类活动，亲身参与劳

动，体验劳动的乐趣和价值，将参与活动的经历和感悟记

录下来，作为劳动教育的素材。之后，教师要鼓励学生积

极展示自己的成果，如写作文、制作视频或绘制图画等。

学生通过观察和了解亲身所见的劳动者，讲述他们的感人

事迹，介绍这些劳动者的优秀品质，提高自身对劳动意义

的认识。这种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全面成长，还能拓宽劳

动精神的教育途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够学会欣赏

和尊重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还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播正

能量，进一步弘扬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一勤天下无难事”，劳动是生存的本能，劳动创造了

美好。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积累丰

富的与劳动教育相关的素材，不仅能够丰富语文课堂的内

容，还能促进学生对劳动精神的理解和认同[4]。

（二）写作训练

写作是一种通过文字表达思想、情感、信息和故事的

创造性活动。通过写作，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自我、认

识世界、与他人沟通。在高中语文学习中，通过“写作训

练”的方式融入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体

验劳动的价值，同时提升语文素养。

首先，确定写作主题。选择劳动教育相关话题：如“我

身边的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工匠精神”等。也

可以选择具体的劳动场景或职业，如农业、工业、服务业

中的具体岗位。然后，提供写作提示或引导性问题，帮助

学生明确写作方向，例如：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劳动者，他/

她做了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你认为劳动的价值体现

在哪些方面？分享一次你自己参与劳动的经历，谈谈你的

感受。接着，教授学生一些基本的写作技巧，如叙述、描

写、议论等，帮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强调写作

中的细节描写和情感表达，让学生的作品更加生动感人。

之后，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互相点评对方的作品，提

出修改意见。学生根据反馈意见修改自己的作品，提高写

作质量。教师通过认真查阅后从中选择优秀的作品面向全

班学生在班级内展示，可以是朗读、朗诵、表演等形式。

最后，教师对学生的写作训练进行总结，强调劳动教育的

重要性和学生的努力成果，鼓励学生持续关注劳动教育。

在这样的写作训练下，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文素养，还

能在写作实践中加深对劳动教育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劳动

意识和写作能力。同时，这种方式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使语文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在“五育并举”的教育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师应该高度

重视劳动教育，在实际语文教学工作中提升劳动教育的比

重，实现劳动教育与高中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语文教学

中融入劳动教育，可以使学生更深刻理解劳动的意义，使

学生意识到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体现个人价值、创

造美好生活的途径。将劳动教育融入高中语文教学工作过

程中，能够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

新能力，帮助学生建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些能力的

提升对于学生未来的综合素质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学生不仅能够在

语文素养上得到提升，还能在品德修养、智力发展、身体

健康、审美情趣和劳动习惯等多个方面受益。这种全面发

展的教育模式符合“五育并举”的理念，为国家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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