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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措并举让“劳动教育”在网络时代落地生根
——提升劳动教育实效性典型工作案例

奚　凤

（江苏省陶都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无锡 214200）

摘要：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网络时代如何在职业院校系统的文化知识

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新时代中职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中职学生正

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是中职班主任需要思考的典型问题。本文以中等职业学校网站建设与管理专业学生在寒假期间开展的一

次日常生活劳动活动为案例，进行分析和处置，以期为班主任提高劳动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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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

互联网数字新时代带来的生活智能化与便利化，劳动似乎天然远离

了这些“00”后们。他们往往忽略了“知行合一”，“不珍惜劳动

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2020 年 3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这份《意见》明确了劳动教育的重大意义、基本

原则及实施途径等，为教育者组织中职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

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培养学生劳动精神和劳动品质提供了明确的

方向。继而 2020 年 7月 15日，教育部印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伟大号召。国家对劳动教育

的高度重视，给奋战在育人一线的班主任带来了更大的支持与力量。

如何在网络化高速发展的新时代确保劳动教育的实效性，是班主任

在建班育人工作中需要高度重视和努力攻克的重要课题。

二、问题描述

为将劳动教育融入生活，保障劳动教育的持续性、创新性，

在寒假来临的休业式上，班主任向同学们下了关于假期日常生活

劳动打卡的战书：邀请每一位同学寒假在家主动参加家务劳动，

并坚持每天在班级群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打卡。希望通过线上持

续不断的同伴激励效应鼓励学生在家也能坚持劳动。并且在开学

后统计打卡情况，看看谁能坚持到底在挑战中胜出。可是，这样

的劳动教育打卡活动，同学们却议论纷纷：“都放假了，烦不烦

呀？”“我做就行了，为什么每天还要打卡呀？”“家里从来不

需要我干什么呀，怎么打？”结果假期开头几天，大家还能草率

应付，随着假期一天天过去，打卡人数每况愈下。班级群从门庭

若市，渐渐变成门可罗雀，最后，无人问津。

三、原因分析

面对如上情景，笔者从学生思想意识、劳动活动载体、劳动

评价方案以及家校协同育人这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分析，

将影响劳动打卡活动育人实效的“四因四度”总结如下。

（一）劳动教育的思想引领深入度

从学生的议论来看，有的学生认为只有在学校才需要劳动，回

到家就不需要自己劳动了；有的学生认为自己可以劳动，但没必要

每天打卡。学生的疑问同样反映出班主任在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时，

对于家务劳动打卡要求这背后的劳动教育意义渗透还不够深入，或

者说没有触及学生思想深处，没有引起学生的认同与共鸣。劳动教

育不能只是简单地以给学生布置劳动任务为主，更为重要的是培

养起学生的优秀个人品行与健全人格。而锻炼起学生的劳动能力、

培养起学生的优秀劳动品质前提在于学生思想上对于劳动价值的认

同。也只有触及学生的思想深处的教育，才能促进学生的主动成长。

（二）劳动教育的内容方式创新度

运用打卡的形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家务劳动活动，从班主任

角度来看，已经创新了寒假作业，既能够在寒假期间督促学生坚

持劳动，又能够通过集体打卡形式激发学生之间竞争意识，产生

同伴激励效应，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但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一

方面劳动内容的选择较为单一，缺乏创新性劳动、社会公益劳动

等内容；另一方面劳动形式的选择，较为单向，没有留给学生自

主选择的空间，难以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劳动积极性。所以，

班主任在创新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过程中，应该深入了解学生，

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和想法，同时在劳动教育活动开展前做好充

分调查、充分准备，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参

与劳动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变被动为主动。

（三）劳动教育的家校协同融合度

学校方面为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劳动品质，建立了各个公

共场所的卫生包干区、职业素养实践周等平台。但是家庭方面，

日益改善的生活条件以及长期以来的升学压力之下，鲜少有家庭

能为学生的劳动实践提供机会，使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软化，学生

的家庭劳动教育机会被剥夺，出现在家无劳动可干的情况。对于

学生参与家庭劳动的必要性、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学校和

家庭之间缺乏深度的沟通。学校劳动教育的成果未能在家庭教育

中得以延伸，劳动教育的家校融合度有待提升。

（四）劳动教育的过程评价有效度

对学生表现进行即时的评估，能直接影响学生发展，劳动教

育亦是如此。在整个假期期间，如果不能对学生每天的劳动表现

进行即时有效的评价，给予正向加强，一个假期过后，坚持到最

后的学生就屈指可数。劳动教育的开展需要班主任关注学生劳动

过程，并及时发现劳动过程中学生的成长点，在调动家庭、社会

等各方面合理的基础上，多角度全方面地对学生进行评价，以达

成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多元科学的评价机制的建立，能够促进

学生日常劳动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与实效性，也有利于保障学生劳

有所获、劳有所成，从而实现劳动教育的价值。

四、解决策略育过程

通过深入分析，结合中等职业学校网站建设与管理专业的人

才培养方案以及班级的实际情况，笔者及时调整工作方案，四措

并举，对本案例进行了新的处置。

（一）线上＋线下，思想“同频”能共振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e”时代，要善于借助互联网开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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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线下”结合的劳动观教育。“线上”是充分利用班级空间、

微信圈等平台传播有关劳动精神等正能量，让劳动光荣深入人心。

学生假期喜欢看B网站视频，我试着在班级空间推送《劳动之光》

感人视频，并配文“身边的感动等你来发现，等你来挑战”。不

久就有学生留言“没想到平凡的生活那么感人”“泪目了”……

趁热打铁，我在班级群里播放市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致敬劳动者”

视频，号召挖掘身边的感动，分享在班级空间。同学们线下行动，

线上分享，一时间班级空间正能量满满。群里出现了这样的留言：

“本来，我不知道劳动有什么意义，原来劳动本身就是最有意义

的事！”“线下”我们后期调整了班级建设方案，开展劳动观教

育主题班会，邀请劳动模范进校园，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让学生

的劳动情怀、劳动观念与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同频共振。

（二）规定＋自创，形式“变脸”求趣味

青少年的生活是五彩的，趣味是最好的调色器，而“选择权”

更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最大趣味。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新颖的形式

必能激起学生的兴趣。紧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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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学生年龄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

我设计了一份基础性家庭劳动作业清单，一条条、一列列给出了

满满当当的一整张“劳动选择表”，明晰每个项目的价值、对应

的指标，要求学生每天自主选择一至两项进行劳动实践。同时还

贴心地附了一张空白表，鼓励学生围绕某个项目，根据家庭实际，

创新劳动实践项目。选择的魅力是巨大的，设计的诱惑更是无与

伦比的。后期班级群里大家花样打卡、创新打卡，甚至还开始了“打

卡大攀比”，谁都不愿在群里“丢人”，打卡的热情达到新高度。

大家自行设计投票方式，一周评选一次的“劳动之星”“创美之星”

和“劳动之家”等，让劳动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充满创新与趣味。

（三）独立＋互动，家庭“协同”增合力

学生懂得了劳动的意义，提升了劳动的积极性，此时，来自

家人的支持与配合就变得更重要。为了让家长们也能“放手”参

与到打卡中来，这个假期，我成了群里“最絮叨的人”，我把自

己的亲身体会，育儿经验，教育体会等一点点、一次次，不厌其

烦的和家长们聊天沟通，让我和他们成为了“自己人”。家长们

渐渐放下了溺爱之心，开始配合学校，设计劳动、帮助指导，有

了家长们的加入，学生们的劳动能力水涨船高，孩子们更乐意，

家长们更欣慰。当家人不再旁观、不再无动于衷、不再单纯充当

摄影师，而是参与到学生的劳动行动中来，成为劳动伙伴、助手

时，学生就会感到不孤单、有动力。同时，我还鼓动学生发起“家

庭总动员”，用自己的示范、讲解吸引父母一起动起来，当父母

与孩子双向奔赴时，劳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此

后，通过家长会、微信群等平台大力宣传，让家长主动与学生同行，

成为劳动教育的真诚激励者。

（四）记录＋推送，显性“数据”明方向

学生参与了劳动，体验了劳动，如何将劳动的成果最大化，

让学生体会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对学生形成正向的激励，

我们还需要让劳动教育活动形成闭环。为推动劳动家庭作业的持

续落实，我要求每个学生结合网站建设与管理的专业知识，进行

劳动家作个性化记录。让学生真实记录自己完成劳动家庭作业的

情况，一周一提交。学生可以采用曲线图，打卡小程序、录制小

视频、制作专题网页等方式，用数据和图文整体呈现一周劳动的

成效。我还发动班委，发现典型、精选图表，并精心制作微信推

送，在分享阅读中相互激励，引导学生自我对照，明晰前进方向。

这其中“年夜饭”和“除夕夜”主题火爆，寒假期间班级群、家

长群氛围热闹而融洽，年味十足。

五、案例反思

（一）增强认同，营造氛围，让劳动观念“渐入佳境”

学校和家庭是学生时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除了在校期间的

劳动教育，我们更要注重劳动教育时间和空间的延伸。而作为班

主任，我们更要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并注重营造劳

动氛围，不断增强学生的劳动价值、劳动观念的认同，促进劳动

教育的“落地生根”。营造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氛围，不需要太

多高高在上的内容，而是要让职业学校的孩子融入生活去劳动。

劳动观念是一种精神状态、心理状态，需要通过实际行动体现出来，

而这一张一张个性化的打卡表，就是劳动观念认同到劳动习惯养

成的最好注解。

（二）建立纽带，立体渗透，让亲子关系“其乐融融”

教育从来不是班主任的单枪匹马作战，而是要汇聚学生个体、

班级整体、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多方力量，全方位立体化的渗透

性教育。使中职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态度，掌握劳动技能

从而养成劳动习惯，同样需要坚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协作，

在班主任的纽带作用下，帮助学生养成劳动习惯。以前有些家长

或自行忙碌，或悠闲玩手机，与学生轻松沟通、平等互动的时间

少得可怜。现在，爸爸妈妈看到孩子拿起了拖把，会跑过去给孩

子指导一番，还不忘传授秘诀。通过劳动家庭作业的实施，一些

烦恼忧愁也会悄然淡化，弥漫在家中的将会是甜甜的亲情。

（三）坚持陪伴，关注成长，让劳动品质“拔节生长”

中职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的引导

和栽培。劳动贵在坚持，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中，学校通过坚

持不懈地细化劳动教育，坚持不懈关注学生，家校共同陪伴学生

成长。学生能够亲身体会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美丽，

也懂得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尊重劳动。有一些品质也在悄然融

入学生的骨血：学生能够自觉自愿、认真负责、安全规范、坚持

不懈地参与劳动，形成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品质，珍惜劳动成

果……这些品质，是学生一生的财富。

（四）关注过程，综合评价，让劳动体系“日趋完善”

开展劳动教育，班主任需要关注学生的劳动过程，关注学生

的成长过程，并及时记录学生的成长点。结合班级的综合评价体

系，及时进行多角度、全方面的合理评价，将过程评价与成果展

示相结合，使劳动教育形成闭环，让学生劳有所得、劳有所获，

提高学生的劳动成就感和幸福感。劳动教育需要计划性、系统性

和连续性，更需要内生外联的协同育人。从内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从外互联各方力量，一方面从劳动教育目的、内容、方法、评价

等建立统一性和一贯性；另一方面是在家庭内部青少年的劳动教

育衔接上保持系统一致性。家校协同，让劳动教育在校内校外“落

地生根”。

六、结语

时代不断变化，但劳动对于育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是不变的。

只有把劳动的种子深植于学生思想深处，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的理念下，跟随时代不断创新劳动的内容与形式，同时通过关注

过程，陪伴学生成长的方式，持之以恒地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

才能不断激励学生诚实劳动、努力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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