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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思想政治课中渗透劳动教育的现实意义
1.1有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对学生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较多，然

缺乏有关劳动知识与劳动技能的培育。在高中的思想政治课程中
加强劳动教育，有利于将应试教育的内容逐步的转向高素质教育，
不仅可以扭转当前注重理论知识，轻视实践产生的不良影响，还
可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劳动教育的出现既可以丰富
传统政治教学方式，又可以使学生将学习到的劳动实践能力融合
到思想政治教学中，从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1.2有利于落实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本轮新课程改革中首次将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纳入新

课标当中，并明确规定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旨在培育学生的政治认
同、科学精神、法制意识、公共参与四大素养。我国是一个法治
国家，而且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开展劳动教育能
够让学生意识到工农群体的重要性，进而提升政治认同。学校开
展的劳动教育大多是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也能培养学生
的公共参与意识，进而就能落实学科核心素养。另外，劳动教育
是五育并举的综合实践，是落实德育教育的重要途径[1]。

1.3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与态度
通过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教师可以引导高中生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念与态度，为其全面发展提供教育支持。一方面立足劳动
教育让高中生对劳动价值和方式等内容进行多个层面的探索，通
过教育引导强化学生的知识体验，更好感受到劳动教育的特色。
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开展劳动教育提高班级学生的劳动意识，在尊
重劳动者的基础上养成依靠劳动获得价值的思想认识。这样能提
高学生对劳动教育的了解程度，立足劳动教育提升高中生的知识
与情感认知，有助于学生树立劳动意识和观念。

2　高中思想政治课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策略
2.1 深入挖掘教材资源，充实劳动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课教材本身蕴含着劳动教育的资源，教师应充分发

挥课程资源建设主体作用，精心挖掘教材中劳动教育相关资源，
找准劳动教育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的结合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从思想政治课四个模块依据的教材来看，这四册
必修教材中都对劳动教育的内容有所涉及。教师要能够敏锐地发
现、挖掘教材内容，并能够形成这四册教材中关于劳动教育的
内容的整体性认识。

比如必修一中第一课主要讲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
论到实践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自古以来便与劳动密切相关；必修二中提到我国的分配制度为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修三中“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必修四中“在实
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于2019 年重新出版
了部编版，但是不论新教材还是旧教材，劳动知识为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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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旋律，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哲学中，劳
动一直都是其发展的基础与根本动力。在思想政治教材中，劳动
教育素材随处可见，而教师应该做的就是从教材中发现这些细节，
并能从细节升华为具体的劳动教育内容，将其细化、具体化，并
在课堂中进行落实，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2.2 拓展课外教学，强化课堂教学实效
要利用校园劳育文化，深化劳动教育理论认知。校园文化

环境分为物质文化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两个层次，丰富劳育校园
文化，既要注重硬环境的建设，也要加强软环境的发展。一方面，
注重利用校园建筑、美化器物等基础设施进行劳动教育的宣传，
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氛围。比如，在教室走廊、餐厅、学校路边
等地方适当张贴劳动的标语、劳动模范的事例等，在无形中对学
生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收熏陶。另一方面，加强
精神文化的建设。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学术讲座、劳动教育主题报
告会等方式，向学生系统地传授劳动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劳动认
知。学习也可以结合植树节、劳动节等节日契机对学生开展劳动
教育，开展以劳动为主题的演讲比赛、社团活动、班级活动等。比
如植树节以班级为单位带领学生参与植树活动，学生亲身参与植
树过程，在大汗淋漓地劳作之后感受劳动的不易，培养吃苦耐劳
的精神[2 ]。

2.3 完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发挥评价机制的激励作用
评价主体方面，教师要贯彻多元化原则，既要重视教师的

评价，同时也要关注学生本身、学生之间的评价。教师要定期对
学生进行劳动技能、劳动价值观等方面的考察，对于技能考核可
以采取定量考核的方式，对于劳动价值观方面的考察，要用定性
方式衡量学生的观念正确与否，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心理。

评价过程方面，教师要遵循过程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
的原则。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制定分层次劳动教育目标，并
根据各自的目标进行具体评价，在过程中关注学生的阶段性成长，
肯定学生的小进步，激发学生对劳动的热情和信心。

评价标准方面，要集合教师的智慧。学校应将思政教师与
教研员集合在一起，根据学生特点以及不同年纪的能力要求为学
生制定合理的劳动教育评价标准，确定劳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所占比重，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评价机制，推动劳动教育在高
中教学中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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