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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是指实现大中小各个学段之间的有效过渡，减少不同学段之间的衔接缝隙和重

叠，实现劳动教育内容、协调保障机制等要素的一体化衔接。当前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衔接在实践

中存在着一体化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不健全、一体化的师资队伍建设缺位、一体化管理机制建设缓慢等问

题。因此，本文旨在加强大中小学各学段劳动教育体系的衔接，推进一体化建设，拟从构建劳动教育一

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劳动教育一体化师资队伍、加强劳动教育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参考性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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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ref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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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school segments of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the reduction of the gap and overlap between different segments, and the inte-
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ontent, coordination and security mechanism and other elements. At 
present,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has 
some problems in practice, such as the imperfect curriculum system of integrated labor education, 
the absence of integrated teachers, and the slow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mechan-
ism.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of the labor education sys-
tem in all school sections of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and promote the inte-
gration construction. It is intended to put forward referential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the labor education integration curriculum system, building the labor 
education integration teach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labor educ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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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把劳动教育纳

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相融合……”[1]。劳动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加强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推进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是深化劳动教育的必然选择，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的重要途径。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中是指实现大中小各个学段之间的有效过渡，减少不同学段之间的衔接缝

隙和重叠，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打下基础或做好铺垫，使教育对象能够顺利的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

学习阶段，实现教育目标的不断递进、教育内容的不断推进。有效的学段衔接要保证劳动教育方向的一

致性、劳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劳动教育内容的有序递进性，要有统筹规划、协调配合的实施保障机制。

实现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有效衔接是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必要条件，是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的

前提。 
本研究重点关注当前大中小学各学段劳动教育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劳动教育一体化课程体系

的构建、劳动教育一体化的实施保障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针对现实困境提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

路径，为实现大中小学各学段的有效衔接、建立完善的一体化劳动教育体系做出探索。 

2.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衔接存在的问题 

2.1. 一体化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不健全 

学校是劳动教育的主阵地，一体化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是系统的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主要把手。

当前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存在教学目标缺乏阶段性，教育内容缺少关联性，劳动教育评价缺乏连贯性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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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劳动教育目标缺少阶段性 
劳动教育目标是对劳动教育活动教学的具体要求，规定了劳动教育活动开展的方向性，也是监测劳

动教育成效的质量标准。劳动教育目标的设置对劳动教育内容的选择、劳动教育途径和方法的选择起到

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劳动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意见》指出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使学生树立

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1]。劳动教

育总目标的实现需要各学段的协同配合，形成教育合力，根据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明晰各学段的阶段目

标是开展劳动教育的前提。在教育实践中，各阶段的劳动教育目标不够具体化和详细化，各学段以及学

校各自为政，缺乏整体性规划，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制定具体目标，缺乏协调性和配合性。劳动教育

目标的具体确定上存在“高、大、空”的现象，“高”就是一味追求“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成为新时代的劳动者”等宏大高远的目标，忽视了基本劳动能力的培养；“大”就是过

分强调了劳动教育的总目标，忽视了劳动教育目标的阶段性、层次性和复杂性；“空”就是劳动教育目

标过于抽象化，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要求，脱离学生实际和学校实际。劳动教育目标缺乏阶段性和层次

性导致学生培养体系上的断裂、重复等问题。 

2.1.2. 劳动教育内容缺少关联性 
劳动教育内容是劳动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劳动教育内容的设置要指向劳动教育目标的实现。然而

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劳动教育内容设计缺乏针对性。劳动教育内容的设置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道德认知发展规

律和劳动教育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系统性紧密相关[2]。当前劳动教育内容没有结合学生的特点和兴

趣以及社会实际需求等要素进行整体规划。基础教育阶段的劳动教育内容简单、单一，大多是手工制作、

基本家务活动等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劳动教育内容虽涉及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方面，但忽视学生兴趣，

又不能满足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需求[3]。其次，劳动教育内容的衔接性不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建设上存在课程内容重复、课程内容断层、课程内容倒置等问题[3]。小学阶段应注重劳动习惯的培养和

劳动意识的养成，实际上很多学生连基本的劳动生活属性都不了解；中学阶段开设劳动相关课程，内容

偏向与理论知识，实践活动内容仍停留在小学阶段的生活习惯和家务劳动的培养；大学阶段劳动教育脱

离学生实际，更多的面向社会与学科专业相结合，忽略了学生本身的劳动基础，高估了劳动能力。各学

段劳动教育课程的前后关照度不强，关联度不够[3]。这些问题导致了劳动教育内容在逻辑链上的断裂，

影响劳动教育内容的递进性和有效衔接，影响劳动教育的实际效果以及各阶段协同育人的实效性。 

2.1.3. 劳动教育评价缺乏连贯性 
劳动素养评价体系是劳动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评价具有诊断劳动教育效果，促进学生学

习改进和教师教学改进的功能。 
大中小各个学段在劳动教育目标、形式和内容方面有所不同，所对应的评价形式应各有侧重，而当

前劳动教育评价缺少连贯性，尚未形成上下贯通的完善的评价体系。智育、体育等方面在中小学段的开

展及评价已比较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评价体系。而劳动教育的评价体系发展尚显稚嫩，各阶段以

及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同，劳动教育的开展因实际条件具有较大的区别，评价的标准追求统一化，实践中

“一刀切”的问题严重。 

2.2. 一体化的师资队伍建设缺位 

劳动教育一体化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中部分教师的专业能力不足，对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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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培养不足。 

2.2.1. 劳动教育教师能力不足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内涵丰富，不拘泥于表面的劳动知识和技能，更加注重劳动者知、情、意、行多

要素的协同融合，对劳动教育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际中各学段教师之间存在能力不足、沟通不足的问题。一体化劳动教育课程目标的整体性、各阶

段教学目标的层次性，劳动教育内容的衔接性等都决定了各学段劳动教育教师要具有整体性的目标意识

和专业的教育能力，一体化的教育体系要求教师要具有积极的合作能力和整体的协调能力[3]。专业能力

的缺失影响了教师对劳动教育和学生发展水平的整体把握，对本学段和前、后学段的劳动教育内容掌握

不足，会影响劳动教育的实施，进而影响劳动教育目标的实现。教师之间的交流沟通对于各学段之间的

衔接极为重要，实践中各学段之间各自为政，缺少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与平台。 

2.2.2. 后备劳动教育教师培养不足 
劳动教育教师的培养需要设置合理的劳动教师培养体系，提高劳动教师的专业素养。目前高校中缺

乏专门的劳动教育专业，缺少专业化的师资力量，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不足，很多劳动教育教师未经过

科学系统的专业训练。劳动教师的培养的内容和形式不能满足新时代对劳动教育教师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导致了劳动教育教师专业性不强，知识更新不及时，方法单一等问题[4]。劳动教育教师培养不足难以支

撑一体化劳动教育体系的整体运行，易阻碍劳动教育一体化的推进和发展。 

2.3. 劳动教育一体化管理机制建设缓慢 

劳动教育一体化管理机制是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组织实施的保障。劳动教育一体化管理机制建设缓

慢阻碍了劳动教育一体化的有效衔接和有效实施。 

2.3.1. 领导管理机制不健全 
各学段的领导管理部门是进行劳动教育决策，统筹规划和领导组织实施的重要职能机构。学校内部

的管理领导主体及责任划分有待明晰，管理运行机制杂乱。各学段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领导管理机制进

行统筹规划，领导主体权责有待明晰，各学段之间的割裂性导致教学管理的碎片化。 

2.3.2. 协调互动机制不完善 
各学段之间各自为政，相邻学段的劳动教育教师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各学段的管理职

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很难对相邻学段的劳动教育情况有全面的把握以及实现对劳动教育效

果的有效反馈，进而各学段之间难以形成有效衔接，无法实现各学段劳动教育的协同性，达到最佳效益 

3.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衔接的对策 

3.1. 构建劳动教育一体化课程体系 

3.1.1. 建立劳动教育阶段性目标体系 
劳动教育一体化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劳动教育的本质特性，进行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实

现阶段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制定符合各学段学生身心特点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实现各学段之间的有

效衔接和协调发展，发挥劳动教育的最大合力。 
各学段劳动教育目标的确立要与学生的发展规律、立德树人规律和劳动教育的规律相统一[5]，具有

阶段性和递进性，形成纵向有效衔接的一体化目标体系。在劳动观念层面，从日常生活中对劳动的认识

逐渐扩展到对生产劳动和服务型劳动；由参与劳动的切身体验扩展到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培养服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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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深化喜欢劳动，积极参与劳动的态度，注重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逐出形成职

业意识和生涯规划意识。在劳动能力方面，由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生活自理能力到能熟练运用

家政技能实现个人生活，最终能掌握不断服务他人、学校和社会的能力。在劳动习惯和品质方面，由能

认真负责、有始有终到实现能主动承担责任，养成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劳动精神的形成是

一个不断巩固和深化的过程，在劳动中能不断追求品质和精益求精，树立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精

神。 

3.1.2. 明晰各阶段劳动教育的内容要求 
劳动教育内容的设置要遵循学生发展的规律，根据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教育内容，并在教育过程中

实现不同阶段教育内容的有机承接[6]。 
小学生身心发展不成熟，行为动作的协调性和规范性不断增强，思维模式从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模

式向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模式过渡，与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行为能力相适应。小学阶段的劳动教育以启

蒙为主，以日常生活劳动教育为主，家庭和学校作为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以真实具体事例为主，从日

常生活的小事做起，使学生有劳动的意识，能够“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做”，学习日常生活自理，感

知劳动乐趣，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中学阶段的学生认知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思维模式以抽象逻辑思维

为主，自我意识显著增强，个体独立性增强，从关注自身逐渐扩展到关注他人和社会。中学阶段的劳动

教育开始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参与集体劳动。中学阶段的劳动教育在日常生活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要注重劳动教育内容的显性表达和隐性渗透有机结合，在掌握显性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之外，注重深层的

隐形素养即劳动观念、劳动精神的涵养。中学劳动教育的开展要面向社会，通过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

感悟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进入大学阶段，学生由未成年人转变为成年人，除了身份上的变化，还伴随心

理上的冲突。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大学阶段的劳动教育要与学生的学科专业发展相结合，开展生产劳

动和服务型劳动，积累职业经验、提高劳动自立自强的能力，使大学生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在劳动教

育过程中引导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培育

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培育大学生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家国情怀，把青春之我，

融入新时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勇担时代之责，培养艰苦奋斗和奉献精神。 

3.1.3. 完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 
《纲要》指出要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劳动教育目标、内容要求为依据，将过

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完善劳动素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7]。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

作用，探索开发科学的劳动素养评价体系，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改的功能，促进劳动教育一体化的落

实。 
首先，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改变过去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避免劳动教育评价沦为形式，

集中于试卷上的答案和成绩。评价目标要精准全面，避免一刀切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要多维化，除了

显性易测量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外，注重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精神等隐性因

素的测量。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要多元化，教师评价、家长评价、自我评价以及同学之间的相互评价都

应纳入评价的主体，采用线上、线下，访问、观察、调查、表现性评价、增值性评价等多样化的评价方

式，注重劳动教育的过程性评价。第二，建立分层评价体系。劳动教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

各阶段有鲜明的特点和层次性的劳动教育目标，各阶段评价体系要既能适应不同学段的学生，又能在整

个纵向一体化过程中实现有效的衔接。第三，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云平台，记录

学生的评价数据，实现对不同学段之间的贯穿，有利于对一体化衔接问题的把握。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780


徐雪梅 
 

 

DOI: 10.12677/ae.2022.1212780 5145 教育进展 
 

3.2. 建设劳动教育一体化师资队伍 

劳动教育一体化教师队伍的人员素质、专业素养和能力，直接影响劳动教育实施的成效。 

3.2.1. 劳动教育教师加强学习，提高自身能力 
各个学段都要配备充足的具有较高能力和素质的劳动教育教师。“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对学生的劳动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要求劳动教师要具备更高的劳动素养。劳

动教育教师在开展劳动教育时首先需要具备劳动教育相关的知识，除劳动教育的本体知识和劳动实践性

知识外，还要具备学科融合的劳动通识性知识，其他课程的教师在课程开展中要充分发掘与劳动相关的

知识并能进行讲解，促进学科间的相互融合。 
劳动教育教师要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技能，除了劳动技术的应用能力还关涉到劳动教育课程开发能

力、劳动教育课程教学实施及评价能力、劳动资源跨界组合能力等能力[8]。劳动教育教师要准确把握学

生的发展规律、接受规律和实践状况进行有效的劳动教学开展，在实践中不断的进行反思和改进，加强

教师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学习先进的经验，不断完善自我。 

3.2.2. 保障对劳动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 
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劳动教育教师培养的源

头来说，要在高校设置劳动教育教师培养专业，充分发挥高校研究的专业优势，在理论层面构建起劳动

教育教师专业化培养的人才发展体系和实施方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政策驱动，自上而下的拓宽劳

动教育教师专业化培养的新局面[8]。 
现行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加强培训学习。一是研制系统的、专业的劳动教育教师培训课程。与高校、

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合作对接对劳动教育专兼职教师、劳动教育管理者等进行分类培训，以名师工作室、

工作坊、课题项目等形式为教师提供指导，帮助劳动教育教师队伍成长。二是建立沟通交流平台。劳动

教育教师队伍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总结分析优秀案例，形成包括方案、视频、专业成长案例等资源

的信息化平台，为教师的教学和成长提供资源[4]。 

3.3. 加强劳动教育管理机制一体化建设 

3.3.1. 健全一体化领导管理机制 
一体化的劳动教育领导管理机制是劳动教育有效实施的保障。建立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

统揽全局，加强对一体化建设的专门指导。各级教育领导部门之间要明确权责划分，形成对劳动教育一

体化建设的统一认识，对一体化建设的任务明确分工。统筹规划人员负责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布

局，确保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设计；协调实施人员由各级教育部门人员和学校内部相关部门及教

师构成，负责推动劳动教育一体化的具体落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协同配合，共享劳动教育资源和信息，

打破学段间的孤立状态，保障学段间的有效衔接。 

3.3.2. 建立劳动教育沟通交流平台 
信息沟通交流平台是劳动教育资源整合、劳动教育信息反馈、促进劳动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渠道。

首先，领导管理者可以及时交换信息，结合各学段的实际情况做出有效部署，形成对决策和意见的统一

认知，将部署安排传达给学校等执行者。其次，劳动教育教师之间可以进行资源共享，及时掌握对相关

信息的有效反馈，及时调整教育教学策略，有利于群策群力共同解决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劳动教育

教师的专业成长，提高劳动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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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是深化劳动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

科学完善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是推进劳动教育一体化落实的重要举措，劳动教育目标的阶段性、劳动教

育内容的关联性、劳动教育评价的连贯性等因素会影响学生劳动素养的形成，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高

质量且数量充足的一体化师资队伍是保障劳动教育实施的重要人才保障；一体化管理机制的建设是保障

一体化劳动教育体系协同配合、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劳动教育一体化的推进要关注劳动课程体系的构

建，同时还要有高质量教师队伍和灵活的管理机制来协调保障劳动教育一体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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