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研究 6卷 11 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255

“本真”理念下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场的开发研究

朱琳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小学，中国·江苏 苏州 215200

摘 要：论文基于“本真”理念，探讨了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场的开发背景、必要性和实施策略。在当前素质教育背

景下，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于资源匮乏和课程设计脱节等问题，劳动教育效果不佳。通过结合本地资源

与项目式教学，劳动教育实践场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劳动体验，培养了他们的劳动能力、责任感和创新精神。此外，

跨学科融合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论文指出，开发劳动教育实践场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促进

劳动精神的培养，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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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necessity,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primar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field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 
importance of labor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ue to issues such as resource scarcity and curriculum design 
disconnec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By combining local resources with project-based teaching, 
the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field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uthentic	labor	experiences,	cultivating	their	labor	abiliti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In additi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further enhanc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developing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fields	can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hands-on	abilities,	but	als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labor spirit,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ture learning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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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教育不仅限于书本知识，更强

调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劳动教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责任感。

然而，当前劳动教育常被忽视或流于形式，特别是在城市学

校，资源匮乏、项目单一，学生缺乏真实的劳动体验。课程

形式化、内容脱离生活也导致学生参与度低，无法充分发挥

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因此，亟须改进劳动教育实践场。劳

动教育不仅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还能增强其劳动价值观，

培养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通过亲身实践，学生学

会解决问题并与他人合作，为未来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结

合“本真”理念，劳动教育应回归生活，通过真实体验激发

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克服传统教育中的空泛与形式化问题，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目标，提升教育实效性。

1 “本真”理念的内涵及其与劳动教育的契合

1.1 “本真”理念的核心内涵
“本真”理念以学生的需求和身心发展为中心，强调

教育应回归人的本质，着眼于学生在校园和生活中的真实成

长。它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能

力及适应社会的能力。该理念下的校园“本真”要求教育回

归校园生活的实际，教学活动要与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校园生

活紧密结合，关注学生在校园中的个性化发展和群体适应能

力。同时，生活“本真”注重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体验，

鼓励他们通过实际劳动和生活体验学会解决问题、合作共

处。尊重个体差异，给予学生发展的自由和空间，不仅关注

个性化培养，还帮助他们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社

会化发展。在小学阶段，教育不应仅限于知识传授，更应通

过体验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1.2 劳动教育中的“本真”理念应用
在劳动教育中，“本真”理念指导教育者通过劳动培

养学生的人格和品德。劳动不仅仅是体力活动，还涉及规划、

合作和应对挑战。校园“本真”在劳动教育中的应用体现在

学校应充分利用校园内外资源，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劳动环境

和任务，例如校园绿化、清洁维护等。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

学生在熟悉的校园环境中提升动手能力，增强对劳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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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感。

生活“本真”则要求劳动教育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结合，

例如通过家务劳动、社区服务等活动，让学生体会到劳动在

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价值。这种结合生活实际的劳动教育能够

帮助学生理解生活的真实意义，激发他们的劳动兴趣和责任

感，同时通过合作提升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实践

活动，学生不仅能够逐步培养勤劳、坚韧的品质，还能在真

实的生活场景中学会规划和合作，形成健康的劳动精神和团

队意识。

2 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场的开发背景

2.1 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分析
城市学校因空间限制和发展环境，难以为学生提供真

实的劳动体验，资源较为匮乏，且家庭对劳动教育重视不足，

投入有限。相对而言，农村学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学生

可参与农业劳动，但因教学设施不足、课程形式单一，教育

效果仍需提升。

许多学校的劳动教育以基础技能训练为主，内容与学

生实际生活脱节，形式化且缺乏挑战，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和动手能力。课程设计未能有效结合生活实践，削弱了劳动

教育的实用性和趣味性，难以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和创新能

力。因此，设计贴近生活的劳动课程并开发实践场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

2.2 实践场开发的必要性

2.2.1 劳动教育需要结合当地实际资源，创造真实的

实践场景
劳动教育的核心在于让学生通过实际的劳动体验，获

得劳动技能的提升和劳动精神的培养。要实现这一目标，劳

动教育必须依托真实的劳动实践场景，而非局限于课堂内的

形式化教学。因此，结合当地实际资源，开发适合学生进行

劳动实践的教育场所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地域的

学校可以根据其所在环境的特点，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社

会资源以及社区力量，因地制宜地开展劳动教育。例如，城

市学校可以结合社区服务、校内绿化、手工制作等劳动项目，

拓展劳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农村学校则可以充分利用自然

环境，组织学生参与农业劳动、生态保护等实践活动。通过

开发这种结合实际资源的劳动实践场，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

地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激发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和积极

性，促进劳动教育目标的达成。

2.2.2 实践场作为培养学生劳动技能和精神的重要载体
劳动教育实践场不仅是学生进行劳动体验的场所，更

是培养劳动精神和品质的载体。在实际劳动中，学生通过动

手操作，培养责任感、合作能力和创新精神。实践场不仅提

供劳动机会，还帮助学生在面对挑战、分工合作和解决问题

中提升自身素质。这种实践学习方式增强了学生的劳动意识

和使命感，同时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与探索精神。学生通过

实践体验劳动的乐趣，收获成就感，提升动手和实践能力，

培养坚韧、勤劳的品质，对未来学习和生活大有裨益。

3 劳动教育实践场的开发策略

3.1 项目式教学法在劳动教育中的应用
项目式教学法是一种通过实际操作和参与项目的教学

方式，旨在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在劳动教育中，项目式教学法尤其适用，因为它可以让学生

在具体的劳动项目中亲身体验劳动的过程和挑战，帮助他们

更好地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自主设计和参与劳动项

目，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具体的劳动技能，还能培养他们的责

任感、合作意识以及创新思维，从而实现劳动教育的全面目

标。劳动教育实践场的设计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

提供多样化、层次化的劳动项目。例如，低年级学生可以参

与简单的种植活动（如种花、种草）、校园清洁等劳动任务，

培养基本的动手能力和劳动意识。中高年级学生可以参与更

具挑战性的项目，如手工艺品制作、环保清洁活动、社区服

务等。这些项目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劳动技能，还能培养他

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能力。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

能力和兴趣，设计并指导具体的劳动项目，确保每个项目具

有适当的挑战性和实践性。同时，可以设置多个小组项目，

鼓励学生团队合作、相互学习，并通过讨论和反思提升他们

的劳动素养。

3.2 本地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不同学校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资源各不相同，劳动

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应根据这些条件进行调整。城市学校可

以结合社区资源，开展清洁环保、城市绿化等劳动项目；而

农村学校则可以利用自然资源，组织学生参与农作劳动、生

态保护等实践活动。通过与本地资源的结合，学生不仅能够

体验到真实的劳动场景，还能将所学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

来，增强劳动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劳动教育的成功实施

离不开学校与社会、家庭的合作。在实践场的开发过程中，

可以通过与社区、家长的紧密合作，共同搭建劳动实践平台。

例如，邀请社区志愿者和家长参与劳动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分享他们的劳动经验和技能，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此外，

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与社区服务项目，如街道

清洁、环保宣传等，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3 劳动教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劳动教育不应是孤立的课程，而应与其他学科紧密结

合，形成跨学科的学习项目。例如，劳动教育可以与科学课

结合，开展种植实验或环保项目，学生可以通过实验了解植

物生长的科学原理；与艺术课结合，设计手工艺品制作活动，

既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创造力；还可以

与社会学科结合，开展社区调研或公共服务项目，培养学生

的社会意识和公民责任感。通过多学科协作，劳动教育可以

变得更加丰富和有趣。例如，设计一个包含科学、艺术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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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践的综合项目，让学生在完成劳动任务的同时，学习相

关学科的知识。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还能够

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多

学科协同能够使劳动教育超越单一的技能训练，帮助学生在

多个领域中得到全面发展。

4 劳动教育实践场实施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4.1 资源不足的挑战
城市和农村学校在劳动教育资源上的差异是实践场开

发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城市学校由于空间限制和自然资源

缺乏，往往难以实施与自然相关的劳动项目；而农村学校虽

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设备、教学工具和师资方面存在

不足。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源的共享与合作。学校可

以与当地企业、社区组织和政府机构合作，争取更多的社会

资源支持。此外，可以通过“资源互换”模式，让城市和农

村学校进行交流与合作。例如，城市学校可以提供技术设备

支持，而农村学校则可以提供自然资源和实践场地，形成互

补关系，共同提升劳动教育的资源水平。

4.2 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劳动教育的实施需要教师具备较强的项目设计和实践

指导能力。然而，许多教师在劳动教育方面的经验和技能有

限，因此开展针对劳动教育的教师培训是必要的。培训内

容可以包括劳动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

如何有效利用本地资源等。此外，学校可以邀请有经验的劳

动教育专家或一线劳动者参与教师培训，帮助教师更好地理

解劳动教育的实际操作和指导方法。各学校可以通过校际交

流活动分享劳动教育的成功经验，探讨不同地区、不同资源

条件下的劳动项目实施策略，共同提升教师的劳动教育教学

能力。

4.3 评价机制的优化
传统的劳动教育评价往往过于单一，主要依赖于学生

完成劳动任务的数量和质量，但这种评价方式忽略了学生劳

动过程中获得的精神成长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因此，劳动教

育评价机制需要更加多元化，综合考查学生的劳动技能、责

任感和创新能力。

具体优化措施如下：

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劳动项目中的参与度、合作精

神和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任务完成的结果。教师可以通过观察

记录学生的参与过程，对学生的态度、合作能力等进行评价。

成果性评价：考查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取得的实际成果，

如创新设计、问题解决能力等。可以通过学生的劳动日志、

项目展示和团队总结报告等方式对成果进行评价。

多方评价：除了教师的评价外，还可以引入自我评价

和小组互评，帮助学生在评价中反思自己的劳动过程，提升

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5 劳动教育实践场的预期效果

5.1 学生劳动能力的提升
通过劳动教育实践场的开发和项目式教学的引入，学

生能够在参与真实劳动项目的过程中显著提升其动手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和合作能力。实践场为学生提供了亲身操作和

探索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掌握劳动技能，提升动手

实践的能力。同时，通过设计复杂的项目，学生面临的劳动

任务往往需要他们运用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来解决问题，

从而有效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劳动项目通常

是团队合作的形式，学生在项目中不仅要与同伴进行有效的

沟通，还要学会如何合理分工、协作，进而增强他们的团队

合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5.2 劳动精神的培养
劳动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过实际劳动体验，让学生深刻

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在劳动实践中，学生通过参与种植、

手工制作、社区服务等劳动项目，亲身感受到劳动带来的成

就感和满足感。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体会到劳动的价值，还

能逐渐形成勤劳、敬业的品质和责任感。通过长期的劳动项

目参与，学生能够认识到劳动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培养

出对劳动的尊重和热爱。此外，劳动实践让学生学会克服困

难、坚持不懈，逐渐形成坚韧的性格和积极的工作态度，从

而塑造他们的劳动精神。

5.3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劳动教育实践场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劳动技能的场所，

更是提升他们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通过劳动教育与其他学

科的结合，学生能够在参与跨学科项目的过程中，进一步提

升其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例如，通过结合科学、艺术、社

会等学科的劳动项目，学生不仅能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还

能提高他们的创造力、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劳动实践还为学

生提供了探究和创新的空间，通过设计和实施自己的劳动项

目，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培养出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这种综合素质的提升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也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加从容应对各种

挑战。

6 结论与展望

通过本研究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本真”

理念的指导下，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场的开发具有显著的必要

性和有效性。通过将项目式教学法引入劳动教育，结合本地

资源和跨学科融合，劳动教育实践场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劳动实践机会，还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动手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同时，劳动实践场为学生培养劳动精

神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帮助他们形成勤劳、敬业和责任感等

重要品德。此外，劳动教育实践场通过跨学科的整合，进一

步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达到了素质教育的核

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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