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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科技浪潮下，
应试教育的理念和范式必须变
一变了。”不少教育专家表示。
中小学生接受劳动教育，不仅能
获得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
更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磨炼意
志品质，培养责任担当，学会合
作协同，应对新的时代要求。

“部分学校出现劳动课形式
化倾向，既浪费学生时间，消解
劳动教育价值内核，还容易让学
生形成认知偏差、甚而弄虚作
假。”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林
克松说。

受访人士认为，劳动课程取
得育人实效，需要学校、家庭、社
会多方参与、形成合力。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
小学校长李华等人建议，解放思
想，加强创新，进一步结合实际
情况落实落细教育方案，增加劳
动课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让学生
喜欢学、有收获。

目前，不少学校已在积极探
索劳动课开展方式，取得一定成
效。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小学搭
建“田园劳动+”项目课程内容
框架，让学生在劳动中感受传
统农耕文化；重庆谢家湾学校
丰都幸福小学将劳动课延伸到
学科专题中，引导学生在美术
课上描绘菜园四季变化，在语
文课上记录劳动点滴。

林克松建议，整合社会力量
组建多元化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通过家庭强化日常生活劳动、学
校开发特色劳动项目、社会开放
实践基地资源等方式，多措并举
拓展劳动教育资源。

针对一些学校劳动教育评
价重形式轻体验、重结果轻过程
等问题，受访人士建议，将劳动
素养纳入学生发展核心指标，同
时健全学生劳动素养评价体系，
更加关注劳动过程，通过“过程
性档案+能力量表”等方式，持续
评价劳动教育真实成效。

劳动教育有助于培养更多
“既能仰望星空，又能双手沾
泥”的新时代人才。“部分家长、
学生也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
的成才观，充分认识劳动教育
的价值，使其真正成为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的有效载体。”林克
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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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被挤占、作业靠摆拍……

一些中小学劳动课为啥沦为“走过场”？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思宇 杨淑馨 郑明鸿

2022年秋季学期以来，单独设立的劳动课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课表里。但近期“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多地发现，课程流于形式、课时被挤占、课后
作业“摆拍”……一些中小学的劳动教育陷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尴尬境地。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
准（2022年版）》提出，倡导
丰富多样的实践方式，学生
直接体验和亲身参与，“做
中学”“学中做”。

新课标要求，劳动课程
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
但记者了解到，部分学校的
劳动课课时被主科课挤占。

“现在只有初一上劳动
课，初二、初三的劳动课都
让给主科科目了。”粤西一
所中学教师陈力（化名）
说。“我们课表上有劳动课，
但这学期到现在还没上过
一节，上的都是数学课。”西
部某小学一名六年级学生
告诉记者。

此外，记者近期走访多
地中小学看到，部分学校劳
动课存在以教代劳、以说代
劳等现象，缺乏动手实践、
亲历劳动过程。

“就是讲讲劳动的概
念，给学生看看相关视频。”
广东某地一名劳动课老师
称，上课一般是照本宣科，
较少实操。西部一些学生
反映“学不到什么东西，上

不上没太大区别”。
一些学校虽将劳动课

“搬”进实践基地，但教学效
果仍然欠佳。不久前，西南
某地一学校的劳动课上，几
十名学生合种一棵树，每名
学生挖一下土就结束了。

而且，一些课后作业也
存在走形式的问题。

记者看到一份南方某
中学的劳动课作业记录
表，家长需要每天在扫地
拖地、整理内务、洗碗等
多项日常生活劳动项目后
打勾，部分项目还要求全
过程记录，每个环节至少
有一张照片。

“孩子有没有真劳动不
重要，拍照片交差就行。扫
地、洗菜，孩子摆个造型，我
们拍一拍。”一名东南沿海
地区的小学生家长说。

“学校专门开发了一款
小程序，让家长进行‘每日
学生劳动打卡’。”重庆一名
小学生家长无奈地说，有些
劳动孩子随手就能完成，现
在为了“留痕”反而要“表
演”。

受访人士认为，部分中小学劳
动课落实情况与新课标要求有差
距，存在劳动和教育“两张皮”等情
况，背后存在课程设计不尽科学、
评价体系不甚健全、认知理解存在
偏差等多方面原因。

按照新课标，课程共设置十个
任务群，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类。从整
理收纳到农业生产、从工艺制作到
志愿服务，劳动项目丰富开放。但
在日常教学中，一些学校的劳动课
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缺乏系统性和
创新性。

陈力告诉记者，除草和扫地就
是学校劳动教育课的主要内容。
当地大部分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
课就是拉去干活，是套了教育外壳
的“旧式劳动”。

由于现阶段劳动教育相关指
导教材、示范课程不够丰富，一些
学校上好劳动课的能力不足。“我
们主要依靠网络资源进行教学设
计，但网上案例往往与本校实际难
以匹配。”有受访教师说。

记者走访看到，部分学校场地
有限，仅能保障日常教学需要，缺
乏开展劳动教育的活动场所。多
所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没有

专职劳动课教师，现有教师的教学
能力和经验有待提高。

西部某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
人说，当地劳动课全由其他学科老
师兼任，没有一名专职劳动教师。
一名受访教师说，上好一节劳动课
需耗费很多心力，但学校考核主要
依据主科成绩，因此教师的积极性
往往不高。

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将劳
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现在，评价指标更多是简单的
课时数、学生参与劳动频次等，缺
乏对课程质量的要求。”重庆某县
城学校一名教师说。

而且，在部分地区，现行教育
评价体系中的劳动教育占比偏低，
所以学校不太重视课上得好不好。

此外，一些学校对劳动教育的
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认为劳动课程
属于“副科”；部分家长、学生也认
为升学成绩更重要、劳动教育可有
可无。

“有的家长担心各种安全问
题，有的家长觉得‘劳动时间’侵占

‘主科时间’。”西部一名小学校长
表示，开展劳动教育缺少家校配
合。

上课不重要拍照片交差就行 缘何流于形式？

合力上好“成长必修课”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小学劳动课堂上，孩子们学习叠衣服。新华社记者 杨淑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