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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在语文学科中的渗透与融合 
张淑霞  伊晓聪 

（桓台县第四小学  一级教师  256400） 

摘  要：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下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

动技能水平。因此本文以劳动教育视域下的语文学科建设为例，浅谈劳动教育如何渗透于语文学科之中并与之融合，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下的小学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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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labor spirit 

outlook, labor value orientation and labor skill level of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discipl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how labor education penetrates into and integrates with Chinese 

disciplines to form primary school language education under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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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的共融基础 

语文学科，作为义务教育中的基础学科之一，不仅培养了小学

生群体的语文核心素养，还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展。根据《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的相关标准，，新课标下的小

学语文教育尤其注重小学生的人文情怀培养与情境实践。当下的语

文学科教育常常受限于现实情况，在课堂中一味强调一种想象层面

的抽象情境建构，以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进行感受带入，而并非是从

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去体悟文本内容，也就更不提基于实践基础上

与文本内容的升华共鸣。这种想象层面的理解方式使学生在生活中

面对具体的情境时往往纸上谈兵，机械的照搬书本的内容，没有通

过劳动实践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加之近年来融媒体发展之

势迅猛，海量的信息不加甄别的弥散于网络之上，学生们困囿于信

息所筑起的高墙之内，在长此以往的轮番攻势之下，加剧了在语文

学科教育中对实践的漠视与薄弱的实践意识。 

劳动是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小学生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

在倡导“五育”融合的当下，劳动素质的培养与锻炼对小学生的成

长发展同样也至关重要。有关劳动教育的内涵，《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曾提到：“实施

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目的地、有计划

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切

实经历动手实践，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即基

于劳动，为了学生学会生存与生活，学会劳动与创造而开展的一种

劳动性教育。”[1]由此可见，劳动教育是并行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

即通过参与实践具体的劳动事务所形成的劳动技能手段与正确的

劳动观。通过劳动教育，学生可以将抽象的知识与具象的经验结合，

借助劳动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教育状态。 

因此，语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的融合对小学生语文学科的学习与

理解大有裨益。语文学习为劳动带来了抽象的理论知识，而劳动教

育为语文学习提供了可以充分践行书本内容的现实土壤。在文化知

识的教育过程中，适当的渗透劳动教育的理念与方式，可以使学生

能够更好的平衡理想的知识真空与生活中的具象经验，以达到灵活

机动，实事求是的生活状态。 

二、劳动教育在语文学科中的渗透策略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劳动教育的目的在于手脑并

用，在于增进自立的能力，在于获得事物的真知，在于了解劳动者

的甘苦。”[2]可见，劳动教育不仅仅是生活技能的习得，还是独立人

格秉性与思考意识的培养，更是尊重劳动、珍惜劳动的劳动观塑造

过程。作为德育的一部分，学校中的劳动教育与语文学科教育之间

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融合渗透，即是说，以抽象文化知识传

输与具象生活经验实践两条路径，以实践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来全面

教育培养小学生群体。 

首先，是劳动认知的塑造。劳动认知指的是对劳动本质、意义

繁荣理解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具体劳

动行为的实操经验与价值判断。清晰全面的劳动认知有利于从小塑

造小学生群体对劳动的重视，让小学生群体理解什么是劳动，为什

么要劳动，以及怎样去劳动，由此从观念层面削减小学生群体对劳

动的抵触、漠视等负面情绪，做到积极、正面的，从观念意识形态

上正视劳动。因此教师可以在具体的课文教学中，以马克思主义劳

动观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为核心，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劳动观为补充，大力开展小学生劳动观的思想教育建设，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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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实事相结合，借助写作活动，一边记录学习、实践的劳动经验，

一边锻炼写作表达能力，塑造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 

其次，是劳动情感的培养。劳动情感一方面源自自我劳动实践

之后所获得的如自豪感、成就感、喜悦感等内心情感，另一方面源

自对他人劳动的价值认同与是非判断。劳动情感的培养直接决定了

小学生群体对劳动的积极性高低。因此，在语文教学课程中可以适

度加入具体的劳动体验，让小学生群体亲自实践劳动，引导劳动过

程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加强获得劳动成果后的情感满足。例如

在《腊八粥》的课程教学中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引导学生认识腊

八粥中的谷物，一起熬制腊八粥，在劳动过程团结互助，体会集体

劳动的幸福与力量，并将熬制好的腊八粥进行分享，增进班级情感

体验，深刻理解到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的双向联系，帮助学生

初步建立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从而认识到“劳动最光荣”、“职

业无贵贱”等正确劳动观，引导学生理解并尊重广大劳动人民。 

再次，是劳动意志的锤炼。劳动意志就是在劳动认知转向具体

劳动行为这一过程中，由抽象经验转向实际经验由内而发所形成的

坚定意志。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势必会遇见各种困难与突发情况，

这就要求小学生群体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克服并解决劳动过程中所

遇到的“艰难险阻”。缺乏劳动意志，劳动认知就仅仅停留在思想

层面，劳动情感也会随着实践的缺失而逐渐消减，并且小学生群体

所处年龄段的意志力仍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就要求，在课堂或是日

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建立起专注力与意志力的坚持。如在讲授《爱迪

生救妈妈》时，通过拓展衍生爱迪生的发明生涯，培养小学生群体

的持久专注力与坚毅意志力，同时还可以设立样式丰富的课外劳动

活动，在完成劳动或学习任务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设立计划，

并配以适度的激励机制，帮助学生们养成坚定的意志力，不怕吃苦

不畏困难，勇敢地直面生活学习中所面临的各种挫折。 

最后，是劳动行为的养成。学生的劳动行为与劳动情感类似，

也是由自我与他人两方面构成。就自我而言，有服务于个体的个人

劳动与服务于他人的劳动，在学校中包括了打扫校园清洁卫生、班

级卫生、整理讲台、擦黑板等班级集体活动。就他人而言，劳动行

为表现为不随意破坏、践踏他人的劳动成果，珍惜并尊重他人的努

力。 因此，这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多样形式的劳动活动，

提供足量的机会给予学生们践行具体的劳动行为，如《祖父的园子》

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亲手种植作物，让学生通过劳动

悉心照料，并观察植物生长的过程，做到学习与实践两方面的结合，

体悟实践出真知的真谛。 

三、语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的融合影响 

语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的融合带给小学生群体的不仅是书本内

容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还是知识转化为行为的方式手段。作为

德育的重要部分，语文学科与劳动教育的融合影响体现在以下几

点。 

第一，劳动性与教育性相结合，以劳动为核心的劳动教育是以

实践为具体方式手段，辅助、加强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达到寓

教于学、寓教于劳、寓教于乐的目的。第二，课程性与五育性相衔

接，在倡导“五育”并举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有计划、分阶段的

劳动课程内容，与语文学科教育相辅相成，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增

强其综合素质能力。第三，体力性与劳动性相互补，通过劳动实践，

增强小学生群体的体质，锻炼其意志，在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中锤

炼自己的体能与身体素质，并将坚强的意志力与独立性应用于日常

的生活学习之中。第四，开放性与结构性，劳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因此劳动教育并非专属于学校教育，学生更可从家庭、

学校、社会中广泛接触劳动，将劳动化为日常生活习惯，使其主动

认识劳动、参与劳动、尊重劳动、珍惜劳动。 

小学劳动教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劳动教育的重要基础，与知

识性输出的语文学科教育融合，利于小学生群体从意识形态观念到

具体的实践行为的习惯养成，帮助小学生群体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劳动教育在语文学科教育中的渗透融合不仅利于从

书本理论知识到与日常实践经验的结合，还引导了小学生们从知、

情、意、行等方面全面认识接触劳动，更从劳动教育中锤炼出的独

立的人格品质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种种困难，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新时代中国共产主义建设者、接班人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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