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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下午三点，谭宏帙纪念小学校
园里书声琅琅，9岁的魏瑆瞳和同学们没有坐
在教室里，而是在教师带领下，拿着锄头、铲
子和水桶，列队向学校的种植园走去。

劳动课教师手把手教学生栽种蔬菜。打
窝、放苗、埋土、浇水，每一个环节学生们都认
真学习，听完老师的讲解示范后，孩子们都争
先恐后地动起手来。尽管双手和鞋子上沾满
泥土，但他们仍笑得很开心。

“和同学一起劳动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
想到自己种植的小白菜、生姜等都能结出果
实，使我很有成就感。”魏瑆瞳说。她所在的
谭宏帙纪念小学正利用校园的部分场地创设
种植园，开设劳动课程，让学生体验瓜果蔬菜
种植和田间管理。

魏瑆瞳的忙活，只是谭宏帙纪念小学开

展劳动教育的一个剪影。近年来，谭宏帙纪
念小学把劳动教育融入学生价值观塑造的育
人过程当中，通过营造氛围、打造阵地、搭建
平台、开展活动等方式进行。以形式多样的
特色课程，将劳动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
和生活，丰富劳动教育内涵的同时，让劳动教
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而其中的种植课就是谭宏帙纪念小学开
展劳动教育的一个特色课程。学校的种植园
按班级分地进行种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在各自班级的菜地里种下各种蔬菜和花卉。

“学生们通过参与播种、施肥、浇水、收获等一
系列环节，不仅可以体验劳动的艰辛和收获
的喜悦，还能提高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谭
宏帙纪念小学教师黄少环介绍，学校通过实
践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参与劳动过

程、增强劳动感受、掌握劳动技能、养成劳动
习惯。

同时，种植园的另一角，四年级的学生余
梓轩正进行观赏鱼的养殖日记。“池塘里的鱼
都是同学们自己放进去的，我就放了六条，看
着他们游来游去，我觉得很快乐。”余梓轩告
诉记者，每天班里都安排有同学来这里照料
小鱼，而余梓轩自己一有空，就也会来到池边
观察，怎么看也看不够。

“观赏鱼养殖也是谭宏帙纪念小学开展
劳动教育又一特色课程。水温、供氧、光照、
投饵、清洁鱼池、布景、防病杀菌……这些都
需要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去实践去落实。”黄
少环介绍，通过课程，让学生能持续性劳动，
培养学生有钻研精神，积极开展学习、阅读、
查阅、请教、交流，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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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下午，在开平市长师中学，高二年级地理兴趣小组的同学在学校的实践基地内搭起大棚，准备开展大棚种植，该校将劳动教育与
教学进行融合，取得不错效果。

今年，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并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
版）》。今年秋季开学起，劳动课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

一直以来，开平市把劳动教育融入育人过程之中，以形式多样的特色课程，将劳动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丰富劳动教育内涵的同
时也让劳动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进一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烹饪、洗涤、整理，到植物养护、果蔬种植……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劳动教育课在
开平全市中小学“遍地开花”。

“这是我编织的竹篮。”几条细细的竹条
在马冈镇中心小学五（1）班学生黄耀彬的手
里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个有趣的竹编作品
就完成了。11月21日下午，马冈镇中心小学
马冈竹器馆教室里，孩子们在马冈镇竹器匠
人的指导下，进行新学期的竹编创意课程。
马冈镇中心小学结合当地的竹器编织传统，
将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非遗文化传承项目

“马冈竹器”编织技艺融入学校劳动教育，让
“非遗+劳动教育”的特色劳动教育项目，成为
开平教育一道靓丽风景。

“竹编就是要认真仔细，马虎不得，一不
小心，穿错了地方，就必须拆开重来。”孩子们
围坐在竹器师傅周围，体验、学习竹编技艺，
感悟竹编文化的魅力。竹编师傅从示范、讲
解、指导，到纠错，一步步教学生们制作各种
竹器，学生们观察、学习、提问，从不会到会，

从粗糙到精致，认真仔细地按照师傅的指导
学习竹编。一挑一压，竹条在指尖交相缠
绕。虽然孩子们初出茅庐，作品并不精致，但
丝毫不影响孩子们学习竹编的热情。

“孩子们兴致很高，动手能力也很强。”马
冈镇中心小学校长李权海介绍，竹编课程不
但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课余生活，唤起了他
们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还可以培养学生的
观察力，提升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和美术素
养。学校的“马冈竹器”编织教学课程，每周
星期一、星期三聘请竹器工匠、家长义工进校
园开展竹器编织教学，并且还成立了马冈竹
器编织社团。通过参加竹器编织社团活动，
学生们已经学会编织简单的箩、篮等竹器作
品。“从最基础的编织入手，既简单易学又能
提高大家学习的兴趣，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
而且也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有效地传承马

冈竹器编织技艺。”李权海表示。
除了做好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以外，学校

还格外注重创新，依托马冈镇竹器馆、学校竹
器小馆，大胆的融合艺术元素，让学生更好地
当好马冈竹器的传承与推广人，让马冈竹器
以新的生命形式走上舞台。“通过开展传承马
冈竹器文化特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我
们对竹编的兴趣与技能。”李权海介绍，同时
通过与舞蹈、音乐、美术融合，培养了学生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
以大手拉小手的形式，既能增进亲子感情，又
能让大家切身感受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劳动
价值。“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了我们对传
承本土文化的使命感，在厚植红色基因中激
发了我们爱党爱国爱乡情怀，为传承好‘马冈
竹器’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权海表示。

11月22日，在开平市金山中学的金山农
场里，蔬菜长势喜人，这些是学生们历经一个
月的时间，用心呵护的成果。为了让学生了解
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金
山中学在学校内开辟金山农场。学生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变身为小农夫，体验劳动的乐趣。

“原来胡萝卜是长在地里的，它不是果实
而是根，今天又增长知识了。”陈晓岚是金山
中学七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更多
的生物知识。“我们从种植到浇水到施肥，每
个生长的节点都参与其中，我的动手能力得
到提高，也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陈晓

岚告诉记者，通过种植，自己学到了很多知
识，可以分辨许多蔬菜，还掌握不少生物学科
知识。

“根据生物学科的教学进度，我们定期带
学生来农场，实地讲解植物的种类和构造，把
书本上的知识搬到户外实践活动中，让孩子
亲身体验生命生长的过程，以及让他们自己
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金山中学生物老师张
淼说，每天还会安排学生浇水、除草，让他们
体验种植劳作，让劳动教育深入人心。

一直以来，金山中学以劳育为抓手，通过
开展一系列的劳动教育，筑牢五育基础，培养

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
“学校建设了多个劳动实践基地，如烹饪教
室、金山农场、创客中心，还有景泰蓝、木刻版
画等手工教室。”金山中学政教处副主任王周
沛告诉记者，学校以丰富多彩的劳动课程，助
力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努力达到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同时，金山中学以“金
山特色课程”为载体，开发特色劳动教育课
程，每学期开设美食烹饪课、生物种植课、手
工工艺制作课、科技小制作等，让学生在劳动
中激发劳动兴趣、积累劳动经验、增长劳动智
慧、收获劳动成果。

“可以亲身了解大棚种植的优势和特点，
这种劳动与学科结合的学习方式，想想都很
激动。”11月25日下午，在开平市长师中学，
高二年级地理兴趣小组的劳动课程又有新

“玩法”。他们准备在校内开展大棚种植。
据介绍，开平市长师中学充分利用学

校资源，因地制宜地在校园的围墙边和一
些边角地带开辟出劳动微基地，成为学生
们体验农耕文化的乐园，他们在基地上播
种各种蔬菜种子，精心守护，弯腰流汗，收
获了丰收的喜悦以及学科知识。11月 25
日，在该校地理老师刘文洁的带领下，他们
开始了地理课程的新一轮劳动时间，搭建
大棚。

当天，开平市长师中学高二（1）班学生王
赞参与了大棚的搭建，以及大棚作物的移栽
等环节。“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劳动技能，
体验种植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能加深对书本
知识的理解。搭建的大棚里种上小番茄、辣
椒、黄瓜苗，天再冷一些就能观察到他们跟棚
外作物的长势区别了。”指着刚搭建好并投入
使用的大棚，王赞告诉记者，早先他们已经利
用劳动微基地的土地做了对比试验，通过对
地块分别覆黑膜、白膜、干草，观察不同的光
照、温度、雨水条件下植物的长势，来加深地

理知识的理解。
“通过劳动微基地，我们能更好地将劳

动教育与教学融合，实现同频共振，比如测
绘学校排水系统，改良学校劳动基地的土
壤结构，观察水土流失、光照、雨水、土壤成
分对作物的影响等。”刘文结介绍，通过这
些农耕项目的开展，提升了学生的农耕知
识和技能，如植物生长的基本规律、劳动用
具的使用、一天中哪个时段浇水才不会让
作物死掉等，同时参与的学生和老师还以
农耕为切入点，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环境
的关系，懂得在生活中与自然友好共处的
方式。“同学们还将收获的辣椒、玉米、小葱
等分享给老师，学生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花
卉果实，更多的是收获了各种体验和情
感。”刘文洁表示。

“劳动教育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所有学科
都应成为劳动教育广阔的舞台。”长师中学
副校长张海英告诉记者， 结合学校教学
规划，根据育人节点，学校逐步构建并持
续完善有理论基础、丰富内容、分明层
次、扎实效果的劳动课程体系，为学生
们打造了精彩、丰富、趣味、内涵的劳
动课程。学校也号召教师提炼课程
体系下各学科教材中蕴含的“劳动育

人点”，丰富劳动教育形式，扩充劳动教育内
容，使得学科课程目标与劳动教育目标
同频共振。如音乐科组组织学生参
加开平市的各类义演、反诈手势
舞创作等。通过这些探究式
学习活动的开展，让学
生动起来，让教材
活起来，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
实践精神。

“火候有点猛了，一定要注意火
候，翻炒到差不多就该调味了。”“开
酥时要注意面团的软硬度，这样做出
来的饼皮才会软硬适中。”……在开
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的粤菜烹饪实
训室和面点实训室内，同学们忙得热
火朝天。在老师的指导下，简单的食
材在同学们的巧手下化身为一道道
美味佳肴，让人垂涎欲滴。同学们通
过实训课，磨炼自己的专业技能，体
会劳动的乐趣。

开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是国家
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技能鉴定
所、广东省实训中心、广东省示范性
中等职业学校，一直以来，十分重视
学生的劳动教育，以劳育人，开展形
式多样的主题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该校于2020年被授予首批“江
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和

“江门市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综合实践
基地”称号。

开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旅游部
教学部长罗国永作为一名烹饪专业
的教师，在实训课中经常鼓励学生要
多动手实践，熟练掌握烹调中的火
候，磨炼刀工和调味技巧，不断提升
自己的技术，练就一门好手艺。“我们
学校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动手
实操的机会比较多。为更好地提升
学生的专业技能，学校将劳动教育课
程和专业课程相结合，扎实开设实训
课程，让学生在学习中劳动，在劳动
中学习。比如我们烹饪专业，学生有
百分之五十的课程是在实训室上
的。”罗国永说道。

“在我看来，烹饪专业是操作性
比较强的专业，动手实践十分重要。
我充分利用好每节实训课的时间，磨
炼自己的技术，进一步提升专业水
平，对我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有很大
的帮助。”21西餐班学生钟佳鸿表示，
平常在家里也会经常做饭，将自身所
学融入到生活中，让家人给菜品打
分，了解自己不足，在日后的学习生
活中进一步改进。

课余时间，在开平市吴汉良理工
学校内的千惠超市、兴泰饼屋两家企
业内，会计专业的学生化身收银员、
烹饪专业的学生协助师傅制作糕点
……随处可寻学生劳动的身影，学校
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岗位，在实训
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学校还利
用教工饭堂，打造烹饪校内实训基
地，由烹饪专业的学生负责教职工供
餐工作，让学生充分发挥本专业劳动
技能，在校期间就可以获得职业成就
感。

学生在种养中体验快乐谭宏帙纪念小学

马冈镇中心小学 将非遗技艺融入劳动教育

开平市金山中学 让书本知识在劳动实践中“活”起来

开平市长师中学 劳动微基地成为学生的乐园

开平市吴汉良
理工学校

让学生动手实践
培养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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