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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是德国中小学教育的重要部分。德国在长期劳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注重与职业教

育的相互促进、拥有专业教师以及教育机构的支持、利用完备的教学设施开展综合性实践活动。新时代

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在面临现实困境时，可以借鉴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经验。以新时代“劳动 + 教
育”的育人思想为指导理念、以“师资 + 政策”为保障体系、以“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协同合作

为抓手，有利于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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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u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in Germany. 
Germany has developed its own advantages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labour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mutual promotion with vocational education, hav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support 
from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using comprehensive teaching facilities to carry out compre-
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labou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is facing a realistic dilemma. We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merits of labour educa-
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ermany,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abou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by taking the concept of “labour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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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s the guide, “teachers plus policies” as the guarantee system, and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s the grip of cooperation. These measures are conducive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abou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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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中小学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

根本任务。报告对于中国教育要培养什么人，强调了确切的答案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自 2020
年 3 月，《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颁布后，劳动教育就与“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1]，再一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22 年 3 月，参与全国两会的代表

中提出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素质教育水平的提案也引发热议。以上系列文件及

代表提案表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都清楚地认识到在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强力推动劳动

教育发展变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采取哪些措施提高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效性，使其真正与社

会发展相适应，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要面对并思考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了解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经验，给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深化改革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特点 

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成效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虽然中德两国拥有不同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意识

形态和社会结构，在教育理念上也存在差异，但是德国学校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劳动

教育教学经验。 

2.1. 劳动教育助力学生职业教育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是德国所特有的，而职业教育因其职业化和劳动化的特征，因此职业教育

成为德国中小学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平台 [2]。德国将劳动教育作为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

为学生将来步入社会做好准备的重要基础。与我国劳动教育相比较，德国的劳动技术教育不仅培养学生

的劳动观念和态度、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对劳动的热爱等，同时还具备一定的社会性和经济性 [3]。在劳

动教育中培育学生的社会职业观，体现了劳动教育助力职业教育的特点。 

2.2. 师资专业化和教育社会化的保障 

德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十分重视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第一，稳定的师资来源。根据数据资料显示，

德国约有 35 所大学开设劳动师范专业或相关的劳动教育学科，其中 5 所大学单独开设了劳动教育(师范)
专业 [4]。本科的劳动师范教育学生一般需要学习三年，而硕士阶段则需两年时间深造。在师范教育的课

程体系中，既有劳动学、机械自动化等要素，还包括生产安全、生涯职业规划等拓展性学科内容。通过

知识、技能的学习，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预备教师可以胜任未来学校特定的教学要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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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教师素质。完成相应的本科或者硕士课程后，须到地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在校实习，经 12~18
个月在校实习，并经全国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方能取得正式的劳动技能教学岗位。 

除了专业的师资队伍，德国教学委员会也对学校劳动课程的制定与落实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劳

动教育最专业、最权威的职业学会之一的“劳动教育–技术–经济教学专业委员会”(GATWU)，成立的

宗旨是为学校劳动教育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 [5]。特别要指出的是，教学专业委员会每半年都会出版学术

刊物《劳动教育论坛》，便于学术讨论。其人员主要由职业劳动教育社会人员、中小学教师、高等院校

教师、各阶段学校管理人员以及劳动教育师范生组成。在“工业 4.0”时代，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教师

培训机构、以及各层次学校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向着积极推动“劳动教育 4.0”发展的目标前进。 

2.3. 充分利用教学设备开展综合性实践教育 

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亦同样重视对学校优势资源的利用。例如，许多学校为工业制造、烹饪、金属

等各类材料加工专业提供了专门的教学教室；有些实科学校甚至会为上述专业建立校园生产空间。这里

不但拥有常规手工作坊需要的劳动工具，甚至还有个性化十足的其他先进的数控机床等手工类设备。 
德国中小学校的劳动教育课程是集技术、家政、经济和职业于一体的一门综合性课程。它以物理、

化学等独立学科为其“根”，以学科交叉为其“茎”，以实践活动为其“叶”。通过开展实践教育活动，

以使学生能够应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学生可以把学习的理

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另外，在车间作业过程中，为避免学生在实践教育中出现安全问题，学校一

方面对所有设备进行全面的处理，增加额外的安全防护装置；另一方面，在生产制作过程中，指导教师

始终秉持着“安全第一”原则，最大程度上保证学生在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提高学生的课堂获得感。 

3. 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启示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自 2020 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后，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中小学都在大力开展劳动教育，并在初步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基本实现劳动教育

活动全覆盖，劳动教育的独立地位逐渐凸显 [6]，对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劳动教育的开展形式

日益多样化等等。但在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劳动教育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劳动实践

场所不足、劳动专任教师存在缺口等问题。德国在这方面的具体做法，对我国中小学劳动课程的发展和

实施、劳动教育体系的完善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在分析德国中小学劳动

教育特点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几点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发展的有益启示。 

3.1. 确立“劳动 + 教育”的新时代育人理念 

劳动思想是实干兴邦、民族复兴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劳动实践观、教育观、发展观以及价值观是

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具体行动指南。然而在我国，尤其是在中小学校，劳动教育却在某种程度上受

到了制约。一周一课时的劳动与技术课被占用，劳动课无计划、无考核，劳动多教育少等与劳动教育目

标背道而驰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在推动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时，必须辩证地鉴别与对待其中

的不当理念和不当行为。在对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进行反思同时，更要遵循那些符合社会发展的

理念，对其进行教育和传承，从而带动我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在新的历史阶段取得新的发展。 
在借鉴德国成功经验时，首要的是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的“劳动”价值。在德国，劳动课已经发展

到与其它主科课程有着同等地位，成为一门与的必修课。根据德国教育的实践，劳动课的教学常常不能

将其与其它学科教育完全分离 [7]。因此，进行交叉学科的整合教学，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身心发展。除此

之外，明确劳动教育的另一层价值，也就是“教育”价值。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

成只是增加家务活，而是要对劳动教育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进行充分考虑，使学生不仅能劳动、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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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愿意劳动、更要热爱劳动。要改变、最好杜绝“重劳轻教”甚至“只劳不教”的局面。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有目的性、有计划性地组织学生参与到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去。让学生身心参与、手脑并用，

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在劳动实践中实现自我和社会的价值统一，真正将“劳动 + 教育”的育人理念付诸

实践。 

3.2. 健全“师资 + 政策”的劳动教育保障体系 

专业的师资力量是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质量的有效保证。德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劳动教育师范专

业，从而为中小学校的师资人才的专业化提供了保证 [5]。目前，我国还缺乏一定数量的专职劳动教师，

而且现有劳动教师大部分由班主任或其他学科老师兼任，这直接影响了劳动课程的建设与发展。为此，

国家应向德国学习加强对专业劳动教师的培养。第一，专业教师的数量。2021 年，根据《教育部关于公

布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已有两所高校顺利获批“劳动教育”本科

专业，也为培养劳动教育的高学历人才提供了可能性。那也说明，我国已经成功在劳动教育的专业人才

上迈出了第一步。第二，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针对当前在岗教师，不定期开展专业教学能力培训，提

高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 
良好的政策支持，同样也是德国学校有效开展劳动教育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发挥教学环境与有利政

策的作用，增强劳动教育的现实效果，我国应积极向德国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益的启发。第一，

完善法律保障。教育部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8039 号建议时强调，已经研究形成了《教育法

修正案(草案)》，要将“劳”纳入教育方针中。第二，劳动课程独立。2022 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的印发了，标志着我国将劳动课程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

出来，彰显了新时代对中小学劳动的重视。第三，劳动教科书的编写。教材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工具 [8]，
学生可以从教材中获取系统的知识。所以，各地和学校要善于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具体

化、本土化的劳动教育活动清单，切实解决劳动教育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问题。第四，教育评价

保障。有效的评价在教育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劳动活动的主办方要根据劳动教育的目标、内

容要求、最终的成果为依据 [7]，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健全完善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评

价的积极作用。评价结果需要及时反馈给参与实践活动的老师以及学生。 

3.3. 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格局 

德国中小学目前实行的劳动教育，都不是依靠学校教育单独开展的 [7]。劳动教育自身的可操作性、

实践性和社会性特点，决定了其必须依靠家庭、甚至全社会的支持。要充分发挥学校在劳动教育的主导

作用，同时注重家庭与社会的辅助功能。努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展的教育格局，最大限度地

发挥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从而促进劳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借鉴德国学校经验，家庭教育氛围对学生劳动素养的培育也起着一定作用。家长可以与孩子制定“年

度、季度、每月、每周”计划，在完成计划中逐步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兴趣习惯。需注意，在孩子劳动

过程中家长要做好表率作用。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与孩子一起进行劳动。在培养孩子劳动素养的同时，

也有利于家长与孩子之间和谐关系的养成。其次，中小学校继续坚持开展每周的劳动必修课课程以及日

常的劳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清洁包干区、班级大扫除等等。除此之外，学校可设置劳动周，举办系

列活动，比如：劳动知识竞赛、手工作品展览、最美劳动班级评选、邀请当地的劳模工匠或相关专业人

士进行学术讲座等活动。通过上述活动，清晰学生们的劳动概念，激发中小学生对劳动的热情，形成科

学、系统的劳动观念。此外，不能忽视社会对学生的教化功能。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通过进企业、进社

会等方式，统筹各类教育资源，建立和共享多样化的劳动实践基地。一方面，社会上企业工厂里的专家

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担任学术讲座主讲人或者课内兼职教师，能切实解决学生的疑惑。另一方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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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拥有设备、场地等资源，在校学生可以每年进行参观、游学等，在企业发展变化中摸索创新的规

律。这有利于学生积累经验，为将来投入社会、完成未知的劳动任务、掌握尽可能多的社会技能做准备。

同时学生还可以沉浸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模拟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冷静面对并沉着解决问题。切

实提高自己面对特殊情况应急处理、解决问题等能力，从而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合格的社会人。 

4. 结语 

德国通过加强本国劳动教育，培育学生的劳动素养，有效帮助学生应对社会变革的重大问题。为增

强劳动教育的现实效果，我国的中小学校应主动借鉴德国学校的教育经验：在育人理念里，教师要注重

劳动与教育的结合。鼓励孩子在劳动中感悟，使孩子在劳动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劳动带来的意义；在保障

体系上，要加强对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国家层面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完善劳

动教育的政策体系，做好劳动教育的师资和实践资源保障；在协同共育中，把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三

合一的教育合力，把年轻一代培养成堪当大任的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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