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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视域下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方向与推进路径
昝玉平

（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新疆　喀什　844006）

【摘　要】中小学校如何系统开展劳动教育，成为当前学校管理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基于新课标视域审视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方向，主要呈现出更加注重素养养成、注重课程内容系统性、家、校、社协同等特点。

当前中小学推进劳动教育仍然面临教师队伍和良好生态建设的挑战，未来应更加注重教学方式的转型和教师专

业素养的完善，推进家校社携手形成劳动教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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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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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hgar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Kashgar, Xinjiang,844006)

[Abstract]How to carry out labor education systematicall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current schoo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ainl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quality, the systematiza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At present, the promo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still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eachers and goo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to form a 
labor education community.

[Keywords]Labor education; Labor quality; Labor inquiry

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部

分。近年来，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但

劳动教育课程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在推进新课标实

施的背景下，理清劳动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及面临的挑

战，为中小学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1 中小学劳动教育呈现人本化发展趋势  

1.1 育人理念升级：更加注重劳动素养养成

基于政策转移视角，从新中国成立我国劳动教育

发展共经历几个阶段，从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过于重视劳动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滑的自身发展阶

段；再到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绝对去西方化此阶段劳动

教育沦为政治工具，劳动教育价值无限拔高，劳动教

育与智、德育割裂开；再到片面强调劳动人力资本价

值忽视劳动本身的育人价值的中国模式阶段；最后到

教育开始关注人，从“功能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改变，

到关注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培养“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劳动教育价值体系的初步建立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在劳动教育自身探索的道路上，我国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劳动教育也从培养学生“外在价值”到兼顾培养“内

在价值”统一的“存在价值”。

1.2 课程内容优化：注重课程内容系统性

课程内容的系统性是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是提

升素养的应然之策，也是与时俱进的时代命题。[1] 首

先，新时代劳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为源头，结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时代需求，赋予劳动教育新内

涵。劳动教育直接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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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劳

动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贯彻“立德树人”，发挥劳动

对人的教育的作用。《义务教育劳动教育课程标准（2022

版）》（以下简称《标准》）将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

贯彻到劳育教学实施的各个环节。当劳动与德育紧密

结合在一起，劳动教育就不再只是劳动技能知识的学

习，而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们的劳动观念。其次，“核

心素养”的概念一提出，就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标。

《标准》指出劳动课程的核心素养包括劳动观念、劳

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精神以培养学生问题

解决能力、设计能力、合作能力等。让学生们理解劳

动不仅是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简单劳动，还要体会“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最后，很多人对“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实施素质教育和全面育人的重要载体”

的认识还不全面，据调查，64.7%的中小学生认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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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仅仅是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内容诸如春游、参

观等；70% 的学生将劳动技术和信息技术混为一谈。

学生不珍惜粮食、不尊重劳动成果的现象屡见不鲜，

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迫在眉睫。《标准》

劳动教育课标围绕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共十个任务群。避免了劳动教育内容的随意性，在加

强劳育内容的选择，实施过程的引导、目标的达成等，

是培养时代新人的需求。

1.3 资源支持力度提升：家、校、社协同的深入

推进

本纳曾在《普通教育学》中指出，合理社会要求

能否通过教育进行转化受人类实践其他领域以及复杂

的社会关系所影响，而不仅仅受某一种单一因素所制

约。办好劳动教育即是学生个人的需求也是国家培养

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家、校、社协同发展是新课标

视域下劳动教育质量提高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成为劳

动教育发展趋势之一。家社以自身教育资源参与劳动

教育，能有效提高劳动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而《标准》

中也提出家校社协同开展劳动教育建议，各地区都在

积极响应如：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是全国中小学劳动

教育实验区，为破解劳动教育场地缺乏的问题，当地

整合资源，打造多个乡村实践体验基地，组织学生进

农村、入农户，学习农事劳作、了解乡土文化；新疆

阿克苏市整合家校社资源，开展“家务小管家，劳动

光荣乐不停”“职业体验”等以家庭日常生活和社会

劳动为主题的劳动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树立认真负责、

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和职业意识等。

2 中小学劳动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1 劳动教育课程仍待有效落实

劳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模块，在推进

教改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标准》将劳

育单独成为一门学科，这为劳育工作开展提供动力和

方向。教育主体在学生劳动素养有效落实方面，受到

固有观念、客观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劳动素养真正培

养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阻碍。教育观念固化，无论

是家长还是教育从业者，深受升学教育的影响，他们

都是经历升学，标准化的学校教育，所以给他们留下

的是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即使学校不断的进行教育

改革，关于劳动教育的教改的各种形式已经推广到教

学一线，但一线还在采用传统的班级授课模式，一直

存在“唯分数”的心态，导致劳动教育改革都是收效

甚微。长期以来，我国各地的地区学校，坚持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取得一定的成效。当前，

劳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各个地区学校都设立了必修课

程，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劳动和

教育缺乏有效整合，教学设计缺乏目标意识、价值意识；

劳动课程目标和内容缺乏整体把握，对劳动教育核心

素养缺乏必要的理解，课程目标地位偏差等，这些问

题还是得需要在《标准》的基础上，继续摸索经验。

2.2 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劳动教育改革，教师应先行。教师作为课堂的组

织者、管理者、协调者，需要对劳育课标、教材、内容，

有自己独到见解。首先，劳育教师很少对劳动教育有

研究，有些教师专业并不是劳动教育，而是从别的学

科转的。因此对劳动教育的对学生成长、国家发展的

意义不清楚，也就对劳动育人的作用很难体会。其次，

教师不能以身作则，发扬教师模范带头作用。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只是通过一段录像，向学生展示一道菜

的烹饪过程，学生对此道菜的学习只是停留在表面，

而并不能触及学生的内在的情感。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与教师没有进行实践操作

有联系。最后，教师有进行劳育教学资源整合的想法，

但执行力欠缺。如乡村教师受家庭、社会氛围的影响，

思想很传统，即使劳育教学设计中根据教学经验，劳

育教学目标等意识到要加入劳育活动，但现有的劳育

资源不能满足课程内容需求。教师在劳育资源整合方

面缺乏因地制宜、劳动教育资源本土化的能力。

2.3劳动教育良好发展的家校社生态环境仍需完善

高效促成家校社的联动，对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

意义。即使各个地区积极的促进家校社的沟通，但是

收效甚微。主要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家校社对于劳动

教育认知的偏差，从学校角度，不少学校对劳动教育

素养培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劳动教育课程存在弱化、

异化的现象。如：学校只重视学生智育的培养，而不

注重学生劳动教育的培养，劳动教育处在可有可无的

边缘位置；一些学校把劳动教育异化成艺术展示、劳

动技能的学习；老师更是把劳动教育异化为惩罚措施，

致学生一提到劳动就产生厌恶的情绪。学校需要及时

的纠正对劳动教育的错误的理解，应把劳动教育摆在

正确的位置上。从家庭的角度，学生家长对劳动教育

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有家长认为劳动教育等于体力劳

动，没必要让学生劳动，甚至觉得劳动教育阻碍了学

生学习。学生没有劳动体验、劳动能力，劳动习惯更

是不可能养成。从社会的角度，缺乏学校的引导、社

会媒体的宣传，社会管理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不可能意

识到自己在学生劳育中可以发挥自身的力量。另一方

面，家校社对于劳动教育的开展存在割裂的现象，家

庭的劳动内容就是打扫卫生、洗衣等，学校的劳动内

容是劳动课程和劳动活动，而社会的劳动内容是以盈

利为目的的生产性、服务性劳动，三者在各自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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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内，以不同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进行着。家社

劳育不是学校劳动教育的延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家社劳动教育阻断了学校的劳动教育，也不利于三者

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

3 中小学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聚焦

3.1 从注重教到引领学：加强教学方式的转变与

优化

劳动教育光停留在教劳动工具，简单化机械性地劳

动，显然是远远不够。劳动教育要发挥树德、增智、强

体、育美的育人价值，要改变劳动教育的教学方式，进

行深度学习。其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有挑战性

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

有意义学习过程。首先，劳动精神设计开放性的学习环

境，要想深度学习真正发生，学习环境应是真实生活情

境、合适载体，设计开放性的学习环境，整合完整的教

学内容。整个过程有七个阶段知识建构、发现问题、信

息收集（主要解决如何学会有效性的劳动），劳动明确、

问题解决（主要解决如何学会高效性的劳动），劳动呈

现、劳动优化（主要解决如何学会创造性劳动）。其次，

以《标准》为依托，结合学生所在学段，以任务群为依

托，整合劳动情境，劳动内容等，设计引领性主题活动。

最后，深度学习导向下的评价设计，需要深度融入劳动

项目学习全过程，贯穿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确保可持续性。[2] 教师需要对劳动成果，及劳

动过程的表现进行评价，主要针对学生劳动的自主性及

劳动能力的拓展进行评价。学生也要对自己劳动课堂的

表现，劳动成果的满意程度等进行自评。

3.2 重视深度与融通：以助推教师专业素养完善

首先，为教师提供多样学习的机会，其教学能力的

提升，离不开学校的培训，而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反过

来又促进了学校教师教学培训工作的提升。教师的培训

按照时间段来划分，分为职前培训，在职培训，专项培

训三个阶段，将劳动教育贯穿其中，循序渐进、由浅入

深的使教师形成培养学生劳动素养的思维。在职前培训

的过程中引导劳动教育教师结合生活实际、地方特色及

当地生产，因地制宜的实施劳动教育。如：加深农村老

师对农村的了解和认识，唤醒老师乡土情怀，奠定农村

老师劳动教育资源整合踏踏实实地落在农村这片广袤土

地的基调。在岗培训培养教学专业知识与劳动教育相结

合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专项培训把具有专长的劳动

教育教师培养成为专家型教师。其次，教师要学习劳动

教育知识，提升劳动教育理念。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

水，老师先有一桶水”具备丰富的劳动教育知识是成为

劳动教育教师的前提，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劳动

教育对劳育教师的要求是变化的，应该根据国家关于劳

动教育的政策，更新劳动教育理念。最后，老师要提升

劳动能力，劳动素养。作为劳动教育的引导者，应该具

备丰富的劳动技能，良好的劳动习惯，积极的参与学生

集体的劳动实践，让学生可以更有效掌握劳动的技能也

能感受到劳动是光荣的。 

3.3 从随意到有序：加强对于家、校、社资源的

调动与使用

家校社的联动需要在三者中选择一位处于主导位

置上。交叠影响域理论认为，学校是一个兼具组织、

系统和制度化的教育部门，相对于家长和社区工作者

而言，教师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教育者，其往往更

能够精准地把握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孩子成长的全时空

特征。因此，劳动教育要想更有效的落实，学校应处

于主导位置加强与家社沟通，保持步调一致。在《标准》

中也指出学校在实施劳动课程时要始终以开放的姿态，

积极与家庭和社区紧密合作。构建“家庭 - 学校 -- 社

区”一体化劳动教育环境。[3] 

学校应协同家社做好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校要

依托家长会、多媒体、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要缓解家

长升学的焦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理解

劳动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有健康的身体，还可以对别

的学科学习有帮助，最后要明确家长在学生劳动教育

中的责任。另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源，联

合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多种力量，构建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如：可以借鉴和实施“通学合宿”和“综

合学习时间”教育合作模式。前者旨在借助集体生活

的方法，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与他人相处沟通技能，

进而摆脱过度依靠父母的家庭生活环境；后者主要是

利用学校以外的、以社会教育资源为主的其他资源，

强调学生的体验与探究，注重“家校社”的合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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