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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是教育与教学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素质教育水平的灵魂，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从

重庆市万州区城区小学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实施与评价三个方面出发，对小学低段校本课程的实施

现状进行调查，调查学校对劳动教育的认识、组织实施和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调查发现，学校

开展劳动教育的积极性较高，但由于缺乏专业指导，教师参与度不够，导致课程内容单调，实践活动缺

乏吸引力，学生参与度不高。为有效实施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学校要从加强指导、完善组织、
提高技能、增加内容等方面入手对其展开合理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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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soul of improving qual-
ity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l power of promoting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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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primary schools in 
Wanzhou District of Chongq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primary schools of lower grades, and investigate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schools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la-
bor educat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schools are highly motivated to carry out labor education, bu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 and teacher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lead to monotonous cur-
riculum content, lack of attract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low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ffectively, schools should improve it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guidance, perfecting organization, improving skills and adding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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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教育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发〔2022〕35 号)指出，要“构建以实

践为主线的课程结构”，“加强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1]目前，我国许多中小学已经开设了劳动教

育课，并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活动。但是，由于劳动教育课通常安排在高段(如初中、高中)进行，

使得很多小学低段(如 1~2 年级)的学生没有机会参与劳动实践活动。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本研究在重庆

市范围内选取了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万州区城区中小学范围内选择了 4 所小学作

为调查学校，从劳动教育课开设情况、校本课程开发、实施与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本次调研工

作从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入手，主要原因如下。 

1.1. 劳动教育课开设情况 

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大多都是开设 2 门劳动教育课，分别是综合实践活动和劳动课程，每门课每周

一节。其中，劳动课程属于必修课，每周一节；综合实践活动属于选修课，和地方课程交替每两周一节。

调查发现，在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课中，基本都是由各学校自主开设的，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和

综合实践活动由学校组织安排。在小学低段的劳动教育特色校本课程中，明镜小学一、二年级制定了以

班级为阵地的责任岗、责任区、责任田和以社区为基地的公益课程共同组成劳动教育课程，并取名为“寻

美农场”课程。 
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主要采用过程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三种形式。

调查发现，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课的过程性评价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以教师对学生课上回答进

行评价；总结性评价方式主要以教师对学生的书面回答进行评价；综合性评价方式主要以教师对学生的

劳动素养进行评价。 

1.2. 校本课程开发 

校本课程是指国家课程的补充与延伸，学校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学校实际

条件等来开发和开设的课程，是一种学校自主开发和实施的课程。校本课程以学生发展为本，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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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体作用，突出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学生与社会实践、与自然的密切联系，是一种具有学校特色的

教育活动。校本课程开发有助于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2] 
在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方面，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学生基本采取了“大学科 + 小学科”的方式。

具体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教师自行开发劳动教育校本教材或参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发劳

动教育校本教材等。但是，教师们在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学校缺乏

对教师开展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培训的有效途径；第二，学校对劳动教育校本教材不够重视；第三，教师

缺乏进行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知识技能；第四，教师们对开发劳动教育校本教材和开发校本课程没

有明确的认识；第五，教师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 

1.3. 实施与评价 

一是劳动教育课程内容的实施情况。劳动教育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

劳动三个方面。其中，日常生活劳动主要包括打扫卫生、清洗衣物、整理房间等；生产劳动主要包括种

植农作物、饲养小动物等；服务性劳动主要包括参加校园内外各种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等。调查中发现，

在日常生活劳动方面，有约八成的小学生每周都会参加一次或两次的家务劳动，但也有一些学生对此并

不感兴趣，或者说参与热情不高。在生产劳动方面，仅有约一成的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简单的生产劳动，

少部分学生能在家长的帮助下完成一些简单的农活；在服务性劳动方面，也有约四成学生能够完成简单

的志愿服务。总体来说，低段小学生参与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的比例总体较低。 
二是对学生参与劳动教育课程效果进行评价。在对低段学生参加劳动教育课程后的表现进行评价时，

四所学校都选择了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也主要采取了“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指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问卷，利用各种途径向被调查者发放问卷，收集资

料的一种方法。在本研究中，问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对学生劳动教育的认识，二是关于学校开展

劳动教育的情况。本次调查选取万州区城区 4 所小学的低段学生和部分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3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8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2%。被调查者主要为城区小学一至二年级的学生和部分

任课教师。 

2.2. 访谈法 

访谈法是通过面对面交谈了解研究对象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理解、看法及态度等，以获得研究对象

的有关信息资料并为研究提供参考的一种方法。本研究采用访谈法进行调查。访谈对象主要为学校教师

和部分家长，访谈主要采用一对一的形式进行。 
访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集中式访谈，即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对某一被访者进行个别谈话；二

是不集中式访谈，即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对被访者进行集体谈话。本次访谈采用了集中式访谈两种

形式。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对被访者进行集中式访谈之前，研究者在被访者所在地

搜集了部分相关信息。 

2.3.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指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大量的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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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归纳的过程。文献分析法是研究者获得研究资料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确定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的重要依据。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校本课程

开发缺乏专业指导，教师参与度不够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访谈研究。访谈对象是万州区城区

四所小学的校长和部分任课教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学校对劳动教育的认识情况；二是学

校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情况。调查发现，校长们认为劳动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原因，学校在劳动教育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教师对劳动教

育也存在认识模糊、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方法不得当等问题。同时，学校还需要在提高教师参与度、

增加课程内容等方面下功夫。 

3.1. 问卷分析 

为了解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实施的现状，我们从学生、教师、校长三个层面进行

问卷调查。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以网络问卷的方式展开，调查对象为学生、老师和校长。本次调查选择

4 位校长和 15 位在校教师以及一、二年级学生 901 名。发放的调查问卷中，教师的回收率为 100%，收

到 4 份校长、15 份教师的调查问卷；学生的问卷回收率为 97.1%，一、二年级学生的调查问卷收回 875
份。由于一、二年级学生年纪较小，问卷调查由家长辅助完成。(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s 
表 1. 问卷发放情况 

发放对象 发放量(份数) 回收量(份数) 回收率 

校长 4 4 100% 

教师 15 15 100% 

一、二年级学生 901 875 97.1% 

合计 920 894 97.2% 
 

从学生层面看，在对 875 名学生的调查中，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的开设对学生有积极的影响，如 92.6%
的学生都喜欢劳动教育课程，只有 7.4%的学生持不喜欢的态度；82.6%的学生认为劳动教育课程很有必

要，而在问及认为在劳动教育课上给自己带来了哪些价值时，学生们对于劳动课程价值的认知大多还停

留在只是完成了劳动任务，而意识到要树立劳动意识的学生占极少数。 
根据表 2 调查结果数据可以说明，万州区城区小学大部分学生都是喜欢上劳动教育课的，但是对劳

动教育课程性质和价值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表面化的层面，很难在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当中认识到劳动

教育的深层次意义。 
从校长和教师层面看，开设特色劳动教育校本课程还是很有必要的。从表 3 得知，大部分教师认为

学校开设的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对学生是由帮助的。他们认为通过开设劳动教育校本课程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大多数

劳动教育课程在学校的地位并没有受到重视，大多数老师对劳动教育的实施过程也不是很了解。希望学

校能重视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和综合素养培训，为教师提供专业成长平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活动来丰富师生生活；学校领导也可以经常到班级和学生家中开展调研活动，了解学生家庭情况等来

完善特色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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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cogni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Wanzhou District 
表 2. 万州城区小学学生劳动教育课程认知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个) 比例 

你喜欢劳动教育课程吗? 
喜欢 810 92.6% 

不喜欢 65 7.4% 

你认为自己有学习劳动教育课程的必要吗? 
有 720 82.3% 

没有 155 17.7% 

你认为学习劳动课程有什么价值? 

完成劳动任务 510 58.3% 

认识劳动价值 179 20.5% 

理解劳动意义 120 13.7% 

树立劳动意识 66 7.5% 

 
Table 3. Cogni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in Wanzhou District 
表 3. 万州城区小学校长、教师劳动教育课程认知情况 

问题 选项 人数(个) 比例 

您认为实施劳动教育课程对学生有帮助吗？ 
有 19 100% 

没有 0 0% 

您认为本小学的劳动教育课程地位如何？ 
高于普通课程 2 10.5% 

低于普通课程 17 89.5% 

您对劳动教育课程实施的过程了解吗？ 
了解 4 21.1% 

不了解 15 78.9% 

 
您认为劳动教育课程的价值如何？ 

很有价值必须实施 19 100% 

实不实施都可以 0 0% 

您认为开设特色劳动教育校本课程有必要吗？ 
有 18 94.7% 

没有 0 5.3% 

3.2. 访谈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大多数教师都觉得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目标很难实现。为了探究其中的具体

原因，作者选择了部分教师，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对他们觉得学校劳动教育课程难以实现的原因进行了

分析，访谈的结果如下： 

多数受访教师表示：学校在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时候，课程目标的设计十分抽象和概括，都是一些具有正能量、

积极向上的目标，尽管我们都理解了它的意思，但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要达到学校所设定的目标是很困难的。教

师在编写教案的时候，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例如，在一节种植课中，我发现有一名教师的目标是用种植的方式让

学生亲自感受到劳动的过程，从而让学生树立起劳动是一件十分崇高的事情，要树立起伟大劳动的价值观。因此，

我很奇怪，仅仅是一个种植课程，就可以培养出这么多的目标，完全没有任何的针对性。此外，关于如何树立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虽然我们的老师们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可以很好地理解。但是，由于劳动教育课程目标必须建立

在具体的劳动活动之上，因此，很难将课程目标与劳动课程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它的意义。因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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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定的劳动教育课程目标，都是相对较大的，但是没有明确的细节，因此很难将其付诸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

课程目标的实现与实际的活动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从对校长教师的访谈内容分析可知，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学校有意识地进行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校长看来，劳动教育校本

课程开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第二，大部分校长都认为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

必须要有专业指导，同时还需要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第三，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存

在“内容匮乏”“方式单一”等问题。 
从访谈结果来看，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教师参与度不够，不能很好地发挥教师的作用。尽管大部分校长都认为劳动教育校本课程非常重要，

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教师的参与度不够；二是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缺乏专业

指导，校本课程开发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教学内容。我们了解到，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

本课程开发缺乏专业指导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缺乏专业指导、学校没有

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以及学校缺少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等方面。 

4. 校本课程开展的必要性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

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以来，我国中

小学校进行了大量的劳动实践活动，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

家庭为基础，以学校为主导，以社会为依托的“三位一体”教育模式逐渐成为我国教育体制中的主流教育

模式。[3]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

情况和问题。低段小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如何在教

育过程中更好地对小学生进行劳动行为教育，促进其劳动习惯和品质培养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而校本课程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开展教学

活动的课程模式。学校可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开发适合本校发展和学生需要的校本课程。随

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也将劳动教育纳入了义务教育阶段人才培养体系之中，明确提出

“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的道理”。[1]因此学校开发特色校本课程是大势所趋。 

4.1. 不足之处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实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

在：第一，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师普遍认为校本课程开发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教

学技能等方面没有直接影响，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资源，学校领导应该给予重视和支持。 
第二，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的认知有待提高。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教师在进行校本课程开发时对于

所涉及到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不一，影响了校本课程的实施效果。 
第三，学校开发的校本课程缺乏系统化和规范化。目前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在开

发过程中缺乏系统化和规范化，在没有统一教材和统一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不同学校自行开发的校本课

程很难做到统一管理和使用。 
第四，学校对教师劳动教育知识和技能培训重视程度不够。教师是实施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的关键因

素，在进行劳动教育时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给予指导和培训，就会导致教师在进行劳动教育时出现很多问

题。调查显示大部分学校对于学生在实施劳动教育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很少进行及时评价和总结。这样容

易导致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最终影响到学生的劳动技能提高和综合素质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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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施策略 

学校应加强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意识，建立健全校本课程开发制度，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

入，积极构建具有学校特色的劳动教育校本课程体系。学校要建立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组织机构，确

定专门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经费和场地。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校内资源、校

外资源等来开发劳动教育校本课程。[5] 
学校应加强与家庭、社区的联系，拓展学生劳动实践活动场所。学校要加强与校外相关部门或组织

机构联系，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参加

社区组织的义工活动、开展科技实践活动等。另外学校还可以利用寒暑假开展校外实践活动。 
学校应充分利用校园资源，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例如：可以将劳动教育

校本课程与综合实践课有机结合，开设科学小实验、手工小制作、种植小技术等校本课程；也可将劳动

教育校本课程与兴趣小组相结合，开设小发明、小创造、小设计等校本课程。 

5. 结论 

在新的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中，教师、学生和家长越来越重视劳动课程的实际开展情况。它所具有的

综合性、跨科性和实践性特征，使它与其它学科课程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教师、场地和资源都有较高的

要求，然而，许多劳动资源和教师等并不相匹配，这就造成了劳动教育课程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许

多的问题，例如劳教失衡、有劳无教、劳动课时被占用等。[6]然而，开展劳动教育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劳动教育标准化、长效化地进行下去，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校本课程的发展，有赖于学校和社会所提供的良好环境，更有赖于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和积极配合。

学校应充分发挥家校资源优势，加强校际合作，寻求社会支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校本课程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万州区城区小学低段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现状的调查，对此进

行了研究和思考。因研究样本为万州区城区小学，因而在其他地区的学校，要如何挖掘地域特色，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去开发和实施劳育校本课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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