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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已有9所省级劳动教育特色学校

劳动教育要“有”更要“优”
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

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中明确，劳动
课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而
日前，广东省教育厅也印发了《广东省义
务教育阶段课程实施指导意见（试行
版）》，规定劳动、综合实践活动每周均不
少于1课时，劳动、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九年总课时占比14.61%。
随着教育新规新政的不断“上新”，劳动
教育入课表的要求也越来越具体。

自新规新政出台以来，劳动教育这
门课程也正式进入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的课表。“以劳育人”已成为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在我市学
校的落实情况如何？各校开展劳动教育
的形式是否丰富？劳动教育的效果如
何？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

文/图 张翠玲 陈慕欢

种菜、做饭、织围巾……自劳动教育走
进课表之后，我市校园掀起了一波“劳动
热”。

在蓬江区里仁小学的“立人农场”上，一
片杜阮凉瓜田里竖立着一个稻草人，还有几
位学生正在翻土、浇水，该校副校长吴小倩
也穿着雨鞋、戴着草帽，和学生们一起劳
动。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在里仁小学上
演。经过一番了解，原来稻草人是四（1）班
的学生亲手扎的，凉瓜田也大有文章。“我们
这是对比试验田哦，这块田用杜阮的土和
水，这块是用学校的土、杜阮的水，而这块则
是学校的土和水。浇水用的‘杜阮水’都是
我们从杜阮亲自带回来的。”四（1）班学生
汪采萱说。此外，该校不仅有对比试验田，
本学期，“立人农场”还迎来了鸽子、兔子、鸭
子等“新朋友”。值得一提的是，农场里的篱
笆、架子、兔子窝都是同学们自己亲手搭建

的。
叠衣服、编织纸篓、织围巾、缝制笔袋

……自去年9月开始，劳动课就进入甘光仪
学校的课表，学校安排了有梯度的课程内
容，让学生学会基本的劳动技能。如何让所
有学生都能真正参与劳动，而不是被部分学
生“代表”？这是甘光仪学校的老师们思考
的问题。“我们主要着眼于手工制作技能，方
便在教室里开展，而且每个学生都能参与。”
该校劳动科组长阮宝珍说，每个年级每个月
都设置了一个主题劳动课程，深受学生欢
迎。五（3）班学生刘凯沛说：“上次我们班学
习缝制笔袋，这是我第一次做缝补类的手
工，觉得难度很大，但在老师细致的指导下，
做得也是像模像样的，我觉得这样的劳动课
趣味十足！”

去年5月，依托劳动教育周，我市中小
学共开展劳动教育主题班会8173场次，亲

子烹饪劳动实践471762人次，学校集体劳
动2738场次，杜鹃花种植活动1421场次，
劳动教育成果展示627场次，评选出26289
名校级劳动能手、719名市级劳动能手、359
名市级烹饪小能手；劳动教育周期间在景贤
小学举办了首届“小厨神”争霸赛。同时，市
教育局与本报联合开展“劳动小能手”小视
频征集活动，收到小视频超1500份，网络点
击累计超30万人次。劳动教育的推进形式
丰富多样。

同时，我市还成立了江门市中小学劳动
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组建劳动教育工作专
家及骨干教师团队，打造了2个省级劳动教
育基地、9所省级劳动教育特色学校、36所
市级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和劳动教育基地，涵
盖了小学、初中、高中、职中、特教等各类型
各学段学校。

劳动教育开展热闹红火的背后，也存在
着一定的困难和阻力。

陈女士的孩子在新会一所公办小学上
学，她反映劳动课并没有进课程表。“现在的
孩子普遍劳动能力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学习压力较重，无暇参与劳动；又比如
家长溺爱或者嫌孩子做得不好，为孩子包办
一切。我的孩子二年级了，还不会自己扎头
发，每天回家头发都乱糟糟的，希望学校能
设置劳动课，并安排孩子学习一些基本的劳
动技能，比如扎头发、扫地、煮饭等。既能锻
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又能缓解学习的压力。”
陈女士说。

蓬江区某小学家长邱女士则表示，虽然
学校课程表上有劳动课，但是开展课程以
来，只有一次做菜实践，且提交了照片，家长
在一旁协助，比较应付式。蓬江区某公办小
学家长何女士也表示，课程表上有安排劳动
课，但是孩子回家后却没有实践过，也没听
孩子提起。

张女士的孩子在蓬江区一所公办小学
上学，她反映孩子学校的课程表没有劳动
课，另外，虽然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但因为
面积较小，每个孩子参与劳动的次数不多。

深入开展劳动教育有何难处？不少受
访老师表示，安全问题是悬在学校、老师们
心头最大的问题。“比如，学生在校内使用锄
头、剪刀、小刀等进行劳动，如果使用不当，
就容易受伤，这对学校、对老师来说有很大
的压力。每次开展劳动课，老师都需要花费
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征求家长们的同意和理
解，还要在课堂上反反复复教育孩子遵守纪
律、正确使用劳动工具。”蓬江区的阮老师这
样说。

谈到对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受访的家长、
老师均表示深入推进劳动教育非常有必要。

“现在的小朋友动手能力普遍较弱，劳动教育
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独立和手眼协调能力。
拿做菜来说，不仅是生活技能，更是一种生存
技能。在做一顿饭的过程中，就能运用到数

学的统筹协调和时间管理。”市民王女士说。
江门二中谢同学的家长也表示，现在的孩子
大多以学习为主，学校应该加强劳动方面的
学生，让孩子感受到自己也是家庭中的一分
子，有责任和义务为这个家做家务劳动。

深入开展劳动教育，更需要家校合作，
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一是可以多建设
校外劳动基地，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劳动的
场所、专业的指导等。二是师资力量要配
备好，课程体系要建立起来。三是家庭教
育要跟得上，家长应该积极配合学校老师
的工作。”张女士说。江门二中副校长罗齐
好则坦言，平时布置的劳动作业，家长和学
生“摆拍”、应付老师的现象难免会出现，但
她强调，布置家庭劳动作业依然非常必
要。“学校教育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配合，
通过持续性布置家庭劳动作业、开展劳动
技能大赛等，定能唤起不少家长重视劳动
教育的意识，大家共同为提升孩子的劳动
素养努力。”罗齐好说。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翠玲）“请
问对方辩友，您怎么看待唐僧识人不清、用
人不当的迷惑行径？”“您方认为领导者更需
要的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呢？”“规则不
能轻易被打破，但是我们需要灵活变
通。”……辩论声、喝彩声、笑声、掌声不断从
窗户飘出。3月17日下午，由江门市教育局
主办，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承办，广东省区
卫芬名班主任工作室、江门市李月珍名班主
任工作室协办，李锦记支持的江门市第七届

“李锦记杯”高中学生辩论赛总决赛在江门
市培英高级中学举行。

经过一路过关斩将，江门市新会第一中
学、台山市第一中学、鹤山市第一中学、江门
市培英高级中学4所学校晋级当天上午进
行的半决赛，并决出下午参加季军、殿军争
夺赛，以及冠军、亚军争夺赛的组别。最后，
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夺得冠军。

上午半决赛的辩题为“‘班门弄斧’可不
可取”，下午决赛的辩题则为“唐僧和孙悟空
谁更适合当现代管理者”。其中，在季军、殿

军争夺赛中，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和台山市
第一中学分别站队正方和反方；而在冠亚军
争夺中，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和鹤山市第一
中学分别站队正方和反方。

“雄辩的口才要比准确的子弹更强有
力”。当天比赛，辩手们的“三寸不烂之舌”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两场比赛，双方
辩手围绕唐僧和孙悟空的性格特点、现代管
理者所需要的意志品质、当代社会的分工合
作等，开展了激烈的辩论，在有限的时间内
最大程度表达自己的观点。最精彩的莫过
于自由辩论阶段，随着双方辩手的你来我
往，针锋相对又不失风度地呈现了高潮迭起
的“辩论战”，现场笑声、掌声、欢呼声不断。
整场比赛下来，结合辩题，辩手们不仅引经
据典，还融汇了自己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理
解。他们对《西游记》的经典情节信手拈来，
列举华为、李锦记等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
的原因时，也显示了他们充分的准备工作。

最后，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夺冠，鹤山
市第一中学、台山市第一中学、江门市新会

第一中学分别获得亚军、季军和殿军。台山
市第一中学学生陈俊怡获评最佳辩手。

作为江门市高中学生辩论赛的多届评
委，江门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富洪感慨良
多，除了点评外，他还分享了多年来参与辩

论赛评委工作的感受。“同学们在比赛中所
展示的知识储备、思辨能力、语言较量，这正
是高中教育所需要的，是同学们综合能力的
体现，而我市举办的辩论赛，就是一个很好
的舞台。”张富洪说。

第二批江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特色学校
评选结果出炉

我市26所学校入选
江门日报讯（记者/娄丹）市教育局近日公布了第二批

江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特色学校评选结果，我市有26所学校
上榜。

在入选的26所中小学中，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中职、
特殊教育全部类型，其中市直学校1所，蓬江区、江海区、新会
区各4所，鹤山市5所，开平市、恩平市各3所，台山市2所。

按照要求，入选的劳动教育特色学校要把握好劳动教育
基本内涵，加强劳动教育的研究与探索，有效发挥劳动教育树
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
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
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劳动品质，培育和增强劳动精神，积累和形成具有学
校特色的劳动教育典型经验。

据悉，2020年，我市评选了30所首批江门市中小学劳动
教育示范学校，加上此次评选的第二批，我市共有56所学校
获评劳动教育示范或特色学校。

我市15所学校加入“艺术教育特色学校”阵营

在艺术教育中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江门日报讯（记者/娄丹）继首批54所和第二批21所学
校入选江门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之后，近日，我市又评
出了第三批江门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共15所学校入
选。

据了解，市教育局组织工作组对已获得“广东省中小学艺
术教育特色学校”“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
校”和申报“江门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的学校进行复
核和评估，认定江门市第一中学、江门市范罗冈小学等15所
学校为第三批江门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近年来，江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舞蹈、戏曲、
书法、传统体育等相关学科建设，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
堂；完善学生艺术学习效果的评价制度，大力推动学校创建艺
术教育特色，帮助和引导每一位学生掌握1—2项艺术特长。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评选，旨在
鼓励特色学校继续深化学校美育综合改革，健全面向人人的
学校美育育人机制，形成充满活力、多方协作、开放高效的学
校美育新经验，在全市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在此前制定的《江门市教育局创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实
施方案》中明确，要推进全市中小学校努力实现“一校一品”或

“一校多品”，逐步建立具有江门侨乡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
系。目前，我市已成功创建6所国家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学校，20所广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40所广东
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评选出三批共90所江门市中小
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无挑战，不青春。烟墩山上响起了青春集结号，这一次，
勇往直前的攀登少年决意为班级荣誉而战。

“竞速时代，十班最帅，团结友爱，不可阻碍！”“乘风破浪，
气宇轩昂，十一有我，共创辉煌！”春光明媚的下午，江门市第
十一中学首场“班级综合素质积分挑战赛”如期举行。喊着响
亮的口号，迈着矫健的步伐，来自七年级9—12班的四个班集
体率先迎接挑战。

拖着轮胎“负重前行”、爬上百级楼梯“勇攀高峰”、接力跳
绳“跳出自我”、一分钟投篮挑战“灌篮高手”、团队作战“极速
传递”、全班出动“巅峰对决”……各班排兵布阵，团结协作，通
过六个项目的比拼，努力为班级赢取最多积分，朝着本学年

“体育素养之星”的班级荣誉奋力拼搏。“为了充分应战，我们
提前排练了许久，还准备了班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精神焕
发。”七（9）班学生陈思敏说，每一位同学都为比赛铆足了劲，
享受着汗水与快乐。

青春在挑战中闪光，开出团结友爱之花。每位同学上场
比赛时，同班同学都会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为他加油助威。
当比赛失利时，大家不气馁、不放弃，摇旗呐喊提振士气，相互
鼓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场上，我们不但为本班选手喝
彩，同时也欣赏着其他班的优秀表现。”七（11）班学生赵颖映
体会到，通过比赛，班级变得更加融洽，为班级增光的上进心
和团队凝聚力，将一直伴随大家学习进步，茁壮成长。

“我校通过班级挑战赛，提升班级凝聚力，增进师生情感，
提高学生体能，排解心理压力。同时，激励学生在困难面前始
终不退缩、不放弃，勇做新时代的攀登少年。”该校校长黄衍乐
表示，挑战赛将持续展开，贯穿整个学期，为全校学生注入不
断向上攀登的不竭动力。 （文/图 罗双双）

校校
园园
故故

事事

攀登少年，为荣誉而战

扫描二维码
看相关视频

江门市第七届“李锦记杯”高中学生辩论赛落幕

辩论赛体现了综合能力

▼甘光仪学
校的学生们在劳
动课上学习编织
纸篓。

◀里仁小学
的同学们精心照
顾稻田。

正反双方选手唇枪舌剑正反双方选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你来我往。。

学生们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

学生们拖着学生们拖着
轮胎挑战轮胎挑战““负重负重
前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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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大劳动教育”

从“有”到“优”，新时代的劳
动课还应进一步升级，彰显育人
价值。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
育学院教授宋旭民认为，对于劳
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主要是
现时学生的实践只能局限于学
校、家庭，其他的社会场所因为
各种原因而难以有效利用。他
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
学校和家长正视劳动教育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在有限的场地和
时间内开发出适合孩子的劳动
项目；其次要形成一定的考核机
制，让孩子的劳动既能及时获得
反馈，又能获得能力的提升；再
次要形成“大劳动教育”，吸引社
会力量进入校园，参与到劳动教
育的建设之中，如为学校提供开
展劳动的资源，以丰富与充实劳
动教育的形式。

江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工
作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市将制定学生劳动教育清单，
积极探索形成家庭、社会、学校
密切联系的劳动教育体系和模
式，加强学生校内外劳动实践。
推动全市校园建立一批满足学
生开展劳动教育的场所，提升劳
动教育场所专业化、规范化水
平。组织好劳动教育周活动，举
办劳动教育成果展示。同时，该
负责人也建议，各校要配强专业
师资队伍、建设劳动教育基地、
加强班级督导检查、建立健全学
生参与劳动情况方面的学案记
录等，从而更好地开展劳动教
育。

教室里、田野上…… 劳动教育热了，劳动形式多了

场地有限、安全问题…… 提升劳动素养，需要家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