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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劳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劳动教育培养
孩子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劳动精
神，形成对劳动的正确态度和看法，养成热爱劳动的

习惯。因此，在做劳动教育的过程中，要紧紧把握住劳动教育的目的，
要以实效为衡量劳动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

搞好劳动教育要取得实效，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载体很有必
要，要把家务劳动、校内劳动、社会劳动统筹好。劳动教育的目的才是
最重要的。在劳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形式上不要一刀切，要做到因
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搞好劳动教育要多提供一些实践的机
会。劳动教育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实践问题。要常态化引导
组织孩子深入基层一线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在劳动实践中体验
劳动的欢乐，提升劳作的技能，感知劳动之美，实现自我锻炼提升。

做好劳动教育还需要强大的合力。劳动教育不仅体现在学校教
育，也体现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合力而为，才能让劳动教育真
正取得实效，让孩子终身受益。

劳动教育关键在实效

·评论·

编者按：
劳动教育让孩子的天性得到了释放和发展，让他们知道学习生活中不仅仅只有书本知识，还有很多

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很多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劳动长期缺位，种种因素也导致劳动教育在推进过
程中遇到不少困难。这些因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家庭的，也有学校和社会的，成为当前一个个待解
难题。针对如何认识劳动教育以及如何做好劳动教育的问题，本版将和广大读者一起探讨。

有家长抱怨：“都快上小学了，懒得出
奇。就连洗脸洗脚、脱衣服这些事都懒得
干。每天为照顾他，我和他爸爸忙得团团
转，都快累死我们了。”还有的孩子已经五六
岁了，在家玩玩具，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然
后扬长而去，真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家
长每天得跟在后边，一遍一遍地不停地收

拾，累得家长精疲力竭，不停地抱怨。家里
的孩子不爱劳动，原因不在于孩子天生懒
惰，而是由于劳动教育缺失。

劳动教育，应该是素质教育最厚实、最质
朴、最关键的部分。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
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这是提高青少
年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亦能为其身心健康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在青少年的成
长过程中，劳动却长期缺位，种种因素也导致
劳动教育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劳动
教育缺失，让孩子从小就不知道劳动是什么，
慢慢地就会形成厌恶劳动的不良心态。这就
可以理解现在为何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爱劳动
的原因所在了。

很多孩子为什么不爱劳动

劳动是人的必修课，人人都需要学这门功
课。生存、发展需要劳动，学业、事业成功，生
活要开心幸福，离不开劳动。如果没有后天有
意识地教育，当人的生存需要满足后，人就会
懒得再劳动。因而，要让劳动成为孩子成长的

“必须”，就需要后天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劳动教
育，让孩子从小形成劳动的意识和习惯。

劳动教育有必要且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

很多作用。做好劳动教育有助于开发提高学
生的智力。因为，劳动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
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
劳，有利于大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四肢的
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辑思维和
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并
且，学习紧张之余，进行适当的体力劳动或活
动，有助于大脑的休息。劳动教育，可以增强

学生体质。经常进行适当的劳动锻炼，学生
体质会明显增强。劳动教育，可以培育孩子
的审美观念。孩子经历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
后，对美的实质会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体会到
心里美比外表美更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让
孩子从小接受劳动教育，让孩子在劳动中体
悟、体会、体验吃苦，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生存
能力。

劳动教育很有必要

当下存在一个普遍的矛盾是，很多家长一
面抱怨孩子不爱劳动、动手能力差，一面又不太
注意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

很多家长过分地重视孩子对书本知识的学
习，而忽视孩子的实际劳动教育。如今，无论在
家长群里还是大人们聊天的时候，热议的通常
是“上哪几门补习班”“作业写到几点”“学什么
特长”“假期去哪里游学”等等。针对劳动教育，
有位家长这样说：“现在这个社会，还得有知
识。依我看，有那教孩子劳动的工夫，还不如教
孩子认几个字、做几道算术题呢。”

还有的家长则是纯属对孩子过分溺爱，害
怕孩子在劳动中吃苦受累。也有的家长嫌孩子
笨手笨脚添麻烦、帮倒忙，觉得还不如自己替他
们做省事省心。可总是让他们学着做，就永远
不会做、不乐意做，等到长大了再学做，可能就
会视为是一种负担，不想学、不想干了。这不赖
孩子，是家长自己造成的。

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家庭才是第一课
堂。家长要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发挥第
一任教师的作用，重视劳动教育，让孩子在潜移
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家长要重视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可是，在现实中，不
管是学生、家长或者是学校都存在对劳动教
育忽视的情况。有很多学生认为自己将来是
靠知识、拼技能，并不需要凭体力在社会立
足，劳动教育价值不大。有不少家长把劳动
当负担，怕影响孩子学习。孩子上学了，父母
们总是这样教导：“只要你好好学习，家里什
么事情也不用你做。”对于劳动教育，很多学
校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有的小学根本无人任
教劳动课，有的劳动课也明显存在问题，课表

上有安排但根本不上课，不是被考试或其他
学科取代，就是被自习所“侵占”，还有学校的
劳动教育只是局限于模式化的课程，体验式
地拔草、种地，甚至于“农家一日游”“工厂一
日游”。

总之，不管是学生、家长或是学校，不重
视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分地重视
书本知识的学习，把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劳动
教育看成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种片面和
短视的行为。学习和劳动教育并不对立，而
是相互促进。

教育就是教书育人。教育除了让学生学
会书本上的知识外，更要培育学生拥有健康的
体魄、良好的习惯和健全的人格——而这其
中，被我们忽视的劳动教育恰恰是让学生拥有
良好习惯和健全人格的重要一环。人生是一
场漫长的马拉松赛跑，书本上的知识、文艺上
的特长可以让孩子在这场马拉松赛跑的前半
程取得领先，而良好的生活习惯、劳动习惯则
会让孩子在后半程有更好的耐力和后劲。如
何让孩子顺利跑完这场人生马拉松并赢在终
点，显然，这堂劳动教育课是需要补一补了。

学习和劳动教育并不对立

劳动教育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是现代教
育的主旨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活靠劳动
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劳动教育是提高中小
学生综合素质、成就幸福人生的有效途径。劳
动教育虽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但是，学校的作用尤其重要，是做好劳动教育的
主阵地。因此，学校应当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劳
动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劳动技术，也不仅仅是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的补充，而是有着丰富性以
及多元性的内容，是全面育人的重要抓手。

学校要发挥好劳动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就
要提高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只
有如此，才能真正开启劳动教育在全面育人中

的新篇章。时代在变，如今的孩子生活学习的
环境与上一辈人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现实中，劳动教育如果还是老调重弹，还
是日常教学中简单的任务、单纯的体力性劳动、
技艺学习，那就会致使劳动教育成为与脑力劳
动、日常学习无关的活动，被认为是学生的额外
负担，就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做好劳动教
育，学校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和需
求开设劳动教育课程，精心设计并组织学生开
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具有吸引力的劳动实践
活动，把劳动教育理论化、课程化、生活化，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人生观，培养生涯规
划、实践创新能力。

学校是劳动教育的主阵地
说起劳动教育，很多人会片面地认为劳动教育就是让学生在学习

之外做些体力劳动。其实，劳动教育的内涵远比让学生做些体力劳动
要丰富很多。劳动教育如果一味强调让同学进行们体力劳动，是为了

“劳”而“劳”，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
体力劳动不等于劳动教育。如果劳动教育还沿用传统的体力劳

动方式，让学生体验吃苦流汗，显然难以让他们深刻理解劳动的意
义。如今，劳动的功能逐渐转向使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存在的价
值感和意义感，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青少年来说，完成劳动未必能比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价值感和存在感更多。因此，要达到通过劳
动能够全面育人的目标，开展创造性劳动势在必行。

劳动教育要引导学生手脑并用、心手相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
固然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创造性劳动教育，让青少年因为取得
劳动成果感到满足、愉悦，体验到劳动的价值感和存在感，切实感受劳
动不仅光荣，劳动还让人获得幸福，能够让身心获得全面发展。如是，
劳动教育方能落地生根。除此之外，劳动教育还要不断创新形式与内
容，让孩子体悟到劳动对意志品质和责任意识的锻炼，理解劳动对创
造创新的价值，让孩子从劳动层面知道怎么尊重劳动。

体力劳动不等于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孩子成为最
好的自己，让孩子有幸福生活的能力。

青少年劳动教育意义重大，其中很重要的
一点是，通过劳动教育提升青少年的生存能
力。青少年不可能永远是孩子，当长大走出校
门踏入社会，他们必定要经受社会上各种各样
的“生存挑战”。应对“生存挑战”是每个孩子的
必答题，做好这道必答题，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
吃苦。怎样让孩子吃苦？关键是劳动。让孩子
从小接受劳动教育，让孩子在劳动实践中体悟、
体会、体验吃苦，有助于不断提高他们的生存能
力。劳动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孩子从劳动中
学到的生活知识、生产知识，对于将来职业的选
择都会产生影响，而由此养成勤劳的习惯、锻炼
出不怕吃苦的精神，都有助于培养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
劳动教育的本质是价值观教育，教育应当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育具有自由个性的“全面
发展的人”。我们必须承认幸福生活建立于辛
勤劳动之上。当教育回归到实际的劳动实践，
比如杜威和陶行知所主张的烹饪、缝纫、家用电
器维修、农作物种植、小制作、小发明等与他们
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而又力所能及的实际操
作，学生的成长也就与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他
们的创造力会被激活，他们的生命力能被增强。

教育形式不一定只用固定化的课程形式，
平时点滴的实践，就可以让孩子们了解团队合
作的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从每一件小事做
起、从每一天做起，渗透式、融入式的劳动教育
正在让劳动意识扎根到很多孩子心中。

做好劳动教育 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今天在孩子心中播下一粒劳动的种子，明
天他们收获的将是完整的人生。作为家长，应
当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抓好劳动教育，让孩子爱
上劳动。

抓好劳动教育就要鼓励孩子从做好分内的
事情做起。让孩子从个人分内劳动开始学习，
锻炼生活自理能力，譬如学习自己将衣服穿好、
放好；把脏衣服放进脏衣篮里等。在日常生活
中，家长要逐步引导，一步步引导，让孩子清楚
理解家务步骤。同时，家长要注意量力而行。
各年龄孩子的动作技巧、认知程度和体力耐心
均不相同，父母对孩子做家务的要求应视孩子
能力范围而定，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共同参与。家长与孩子一起做家务，当孩
子越帮越忙时，要耐住性子，教孩子改正并作出
正确示范。此外，可以陪孩子一边做事、一边聊

天，甚至交换彼此的心得，以增加工作乐趣。在
指导孩子时语气要温和，不宜急躁，有耐心、有
步骤地以游戏的方式和心态教导孩子学习。同
时，要以身作则。父母本身对做家务的态度要
端正，勿让孩子从父母的言行举止中认为做家
务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情。在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与学习动机时，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更为重
要的是，无论孩子做得如何，别忘了给予赞美和
鼓励，让孩子知道他做的每件“小事”你都看到
了。从叠被子、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这些看似
琐碎、不起眼、平凡的生活技能，却是孩子们锻
炼自我、体验劳动乐趣的第一道门槛。从这一
伸手一弯腰、一根线一粒米的家务琐事中，孩子
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激励，也能
从劳动中体验到满足自我需要的快乐，他们成
长的基石也从劳动中一层层夯实。

从小做起 让孩子爱上劳动

近年来“大学生脏衣服寄回家洗”“父母坐飞机送馄饨”“上学带几
百双袜子”等新闻被频频爆出。人们在“羡慕家长”的同时也在发问：

“这能让孩子长大吗？”的确，孩子是家庭的未来，每一个孩子几乎都是
家庭注目的中心，因为过分关注孩子，不少家长不知不觉会走入“爱的
误区”，宁可自己吃尽苦头，也不愿意让孩子感受生活之艰辛。

很多孩子在家里都是“小皇帝”“小公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好日子。尤其是如今的父母不差钱，什么都拿钱解决问题，生怕孩子
苦着、累着，一手包办，“捧在手心怕掉，含在口中怕化”的呵护与溺爱，
是家长的通病。孩子们没有一点动手能力，反而有了更多的依赖性。

很多父母过分溺爱孩子，包办一切，不给孩子劳动的机会，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独立生活能力下降，自我意识却过
强、合作协调能力缺乏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潜在的问题会对孩子今
后的人生产生很大影响，一旦孩子成年以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就会
发现原来劳动是多么的重要。爱孩子没错，让孩子好好学习更没错。
但每位家长应当明白，劳动才是孩子最需要学习的第一课！劳动是辛
苦的，要让孩子吃苦，关键是我们家长要“舍得”。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在吃苦中才能磨炼一个人强大的内心，而且吃苦本身也能创造幸福。

做好劳动教育 父母要“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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