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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麓城外国语小学精耕细作“三全五育”课程体系，家校社协同育人

家校社以劳动教育唱响“五育并举”合奏曲
“原想从天台农耕园中收获

一缕春风，劳动教育却给了我整
个春天。”学生田宇涵很喜爱植
物，麓城外国语小学建好天台农
耕园后，他像鱼入大海似的，闲
下来就想去天台农耕园劳动。田
宇涵原本调皮淘气、成绩中等，
劳动教育帮他实现了蝶变。他成
长为学校农耕研究所所长，还在
学习等领域全面发展。

正是真心喜爱劳动教育，麓
城外国语小学农耕研究所的学生
在寒假期间，来到天台农耕园，
给春播水稻育苗等。他们动手实
践、出力流汗，践行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自 2015 年建校起，麓城外国
语小学就以劳动教育带动“五育
并 举 ”， 在 校 园 开 辟 “ 开 心 农
场”，成立天台农耕研究所等，
让学生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学
校以学理研究为根基、以模式建
构为核心、以空间联动为合力、
以“三全五育”课程体系为途
径、以劳动素养评价体系为推
手，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培养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有中国情
怀、国际视野和创造能力的未来
人才。

直面难题立起劳动
教育体系“四梁八柱”

2015 年，麓城外国语小学刚推行
劳动教育时，遇到多重困难。学校场
地受限、师资队伍不专业，部分家长
存有异议，学校、家庭、社会的劳动
教育各自为战。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
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
淡化的问题曾一直存在，家校社如何
劲儿往一处使？

“劳动教育是系统工程，家庭、
学校、社会要形成合力。在新时代，
不能再将家庭、学校、社会的劳动教
育简单归类为‘不同环境下可以教给
学生什么’，而要探索如何以劳动教
育为‘轴心’，家校社协同育人。”麓
城外国语小学校长邬丽萍表示，学校
将家庭、学校、社会实践等领域原本
孤立的劳动育人资源，进行有效整
合，形成耦合联动的良好机制，引导
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

谋定而后动。麓城外国语小学以
问 题 为 导 向 ， 聘 请 专 家 ， 政 、 企 、
学、研多方共建研究团队。学校成立
专家智库引领的指导小组和校长牵头
推进的实施小组，他们通过政策分
析、现状调研、需求分析，根据国家
所倡、深圳所特、学校所优，做好劳
动教育顶层设计。麓城外国语小学通
过计划共商、资源共建、课程共教、
素养共育、成长共赢，探索家校社三
位一体的劳动教育协同育人模式。

“ 教 育 性 是 劳 动 教 育 的 首 要 属
性。学校将学生成长成才立于劳动教
育的中心，让学生在探秘万物生长规
律中，自然成长、全面发展。”麓城
外国语小学副校长马丽娜介绍说，学
校用“五育并举”的整体性思维谋划
劳动教育行军图，通过创新劳动教育
课程、教学、实践、评价等，培养学
生的“劳动之德、劳动之美、劳动之
行、劳动之智”等素养。

有方向更要有路径。麓城外国语
小学螺旋式上升地推进劳动教育。办
学前两年，学校在实践中积累劳动教
育经验。办学第三到五年，学校在

“自理劳动+少年邮局服务+农耕园种
植+实践基地实践”劳动教育特色的
基础上，组建劳动教育教师队伍，搭
建具备麓城特色的劳动教育课程，建
设校内外劳动实践基地。办学第六

年，学校总结、提炼育人模式，家校
社协同推进劳动教育。

外引内培打造多元
化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向 校 外 专 家 、 深 圳 市 自 然 学 校
教师邱俊杰虚心请教后，麓城外国
语小学教师俱于婷，选择向日葵等
学生较喜欢又易于成活的植物种子
作为课堂奖品。看到学生种出籽粒
饱满的向日葵，家长高兴地拍照发
给俱于婷老师。植物在生长，爱劳
动的“种子”也在学生心中生根开
花。

“要让学生会劳动，教师要先动
手学会劳动。学校通过全员培训，引
导全体教师自觉将劳动意识、观念融
汇到课堂教学。学校工会还积极开展
插花、做菜等劳动技能培训。”马丽
娜表示，麓城外国语小学通过专项培
训、专家引领、师傅帮带等，提高劳
动教育教师专业化水平。学校还构建
劳动教育教师研修实践共同体，通过
课题研究、课程观摩、教法研讨、活
动研发等方式，提高教师劳动教育专
业素养。

“学校外引内培，努力让校外专
家 做 好 引 领 ， 校 内 教 师 担 当 中 坚 ，
家 长 成 为 私 人 教 练 ， 打 造 爱 劳 动 、
会劳动、能劳动的多元化劳动教育
师资队伍。”邬丽萍介绍说，麓城外
国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包括专
家、技术、实施、行政团队。南方科
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高
校专家负责理论引领、方向指导，技
术团队由柴火创客等专业技术人员
构成，学校教师与华为、腾讯、大
疆等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开发
课程，学校教师、社团校外辅导教
师联合实施课程。

在 深 圳 市 自 然 学 校 专 家 指 导
下，麓城外国语小学学生们因季节
制 宜 地 学 习 实 践 “ 园 艺 农 耕 ” 课
程 。 他 们 发 现 动 植 物 生 长 都 有 天
时 ， 要 遵 时 守 位 、 顺 应 自 然 规 律 。
秋季学期，学生们在水稻池中探索
营造水稻、鲤鱼共生共养的循环生
态 环 境 。 学 校 充 分 利 用 社 会 资 源 ，
应需而变地聘请相关专业人员，担
任劳动实践指导教师。学校外聘了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博士张寿洲等 7 位
教师，成立了南兆旭自然博物工作
室。校内外劳动教育教师动态协同
实施劳动教学，校内教师从中提升
了专业素养。

为 让 家 长 成 为 劳 动 教 育 的 “ 同

盟军”，近年来，麓城外国语小学开
设“家长重塑课程”，开展“万千教
师进家庭 （社区） ”活动，让教师引
领家长当好学生劳动教育的指导者、
协助者和监督者。家长在日常生活中
做好言传身教，并给学生安排适量的
家务劳动，让学生从小就崇尚、热爱
劳动。

多元课程循序渐进地
引导学生爱劳动、会劳动

麓城外国语小学三年级 （2） 班
学生乔语萱的房间越来越整洁了。她
在学校劳动课程与社团活动中，提升
了物品整理收纳能力。她学以致用，
买来书籍整理架等物品，用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

“原来劳动教育多以活动方式呈
现，课程存在内容缺乏系统性、设
置 不 连 贯 、 实 施 方 式 不 兼 容 等 问
题。学校对症下药，注重发挥课程
的主阵地作用。”邬丽萍介绍说，麓
城外国语小学整合家庭、学校、社
会课程资源，优化课程结构，拓展
课 程 内 容 ， 精 耕 细 作 “ 三 全 五 育 ”
课程体系。学校以开发、实施“基
础课程+‘学科+’课程+活动课程+
实践基地课程+跨校协同课程”为抓
手 ， 以 “稳·和”农耕课程为主课
程，推进劳动教育课程化、系统化、
常态化实施。

2018 年，麓城外国语小学开发出
“尚美‘乐’劳动”劳动实践基础课

程，包含启趣、探美、展能、融善、
乐行、创享六个主题，每周至少安排
1 课时。学校还配套编写了劳动实践
指导手册。“稻谷生长历经育苗、拔
节、抽穗，育人也要静待花开，学校
劳动教育课程循序渐进地提升学生的
劳动兴趣和技能。”马丽娜具体介绍
说，学校低年级段以培养学生日常生
活自理能力为主，包括爱护自己、讲
卫生等四爱、六会内容。中年级段侧
重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高
年级段注重引导学生手脑结合，让劳
动更具创意和省时省力。

学校充分挖掘学科课程的隐性、显
性劳动教育资源，如数学课中的整理房
间等活动，努力将劳动教育融入教育全
过程。学校实施“学科+”课程，推进

“文科+劳动观念与态度的培养”“理科+
强化劳动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艺术+工
艺与产品设计能力的培养”。

麓城外国语小学学生吴柳梦原来
觉得劳动又脏又累。在学校鱼稻共生
年级主题教育活动课程中，她在同学
带动下，积极下到淤泥田中种空心
菜。吴柳梦现在经常帮家人分类厨余
垃圾。学校活动课程包括主题教育、
快乐成长展能月等。其中年级主题教
育活动每学期分年级分主题开展，有
收纳整理、厨艺比拼等活动，引导学
生强化劳动自立意识。

实践出真知，田宇涵带领着昆虫
组验证发现网上部分关于真菌的说法
不准确。他们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
察、实验验证，为学校植物拉好害虫
防护网。麓城外国语小学组建了植物
学等社团、实践基地，教师带着学生
融合多学科知识，做中学、学中创。
2016 年，学校植物学社团获评深圳市
优秀社团。学校还在 2016 年成立了少
年邮局，学生们设计出 33 枚宣传戳，
送给武警官兵。学生周末到吉华邮局
体验小邮差生活，利用所学知识技能
服务社会。

家校社协同打造劳
动教育“广阔天地”

乔语萱加入学校植物社美食组后，
劳动热情、做饭技能都大为提升。她用
家里的厨余垃圾堆肥，从学校换来新鲜
蔬菜，在家里炒出了人生第一盘菜。近
年来，麓城外国语小学开设家本课程，
为学生分阶段布置家庭劳动作业，强化
家校共育。学生们回到家中实践在学校
学到的劳动技能，将劳动技能与生活技
能相互转化。

“学校与家庭、社会在劳动教育上
目标一致、内容衔接、功能互补，要密
切配合、齐抓共管、协同实施。”邬丽
萍表示，麓城外国语小学成立家庭劳动
教育研究中心，专家、教师、家长共建
家庭劳动教育指导团队，推动家庭劳动
教育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规范化、社
会劳动教育多样化。

学生曾逸晨的外公是种黄瓜的“好
手”。他推荐外公在班级农耕课程上为
同学们示范种植黄瓜。同学们在观摩精
湛娴熟的种黄瓜技艺中，感受并领悟勤
勉敬业的劳动精神。曾逸晨由此发现，
专业劳动技能而非顽皮淘气，才能让同
学更关注自己。麓城外国语小学每年都
开展家长讲师进学校活动，邀请不同职
业的家长发挥专长，进校开展劳动教
育。这项活动带动更多家长参与劳动教
育，言传身教地引导学生们争做新时代
的奋斗者。学校着力创新家校共学、互
学新模式，打造家校发展共同体，让学
校劳动教育带动家庭劳动教育。学校还
引导家委会组织学生到社区开展服务性
劳动，推动劳动教育从学校辐射到家
庭、社区。

在仙湖植物园张寿洲博士带领下，
麓城外国语小学连续4年组织学生们到
仙湖植物园，开展给植物园做装饰等劳
动实践活动。“学校社团是社会准备课
室，家庭社区是准社会课室，社会是真
实的社会课室。学校要联通三方劳动教
育资源，做好组织和评价。”据马丽娜
介绍，麓城外国语小学引来社会资源

“活水”，建设社团、社区、社会三层进
阶的劳动教育模式，构建立体化实践大
课堂。

麓城外国语小学充分利用本地自然
环境、产业资源等特色条件，与南方红
旗公司建立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开发和
建设企业基地、社区基地等多元社会劳
动教育基地，深化产教融合。学生在华
大基因等 10 多个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中，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新形
态、新方式，运用、检验学到的劳动技
能。他们通过到福利院做义工等方式奉
献社会。麓城外国语小学在家长、社会
中赢得了良好口碑。

多彩劳动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麓城外国语小学六年级 （2） 班
学生共尝一盘炒红薯叶，大家吃着格
外香。这盘红薯叶是他们在学校“开
心农场”里的劳动成果。部分挑食的
学生在劳动中体悟了“粒粒皆辛苦”
的不易，逐渐学会珍惜粮食。

“体验比说教的教育效果更好，
学校劳动教育重‘劳’更重‘育’，
以劳树德、促智、健体、育美。”邬
丽萍介绍说，学校让劳动教育和德育
同频共振，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学校引导学生在流汗劳动、分

享收获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勤俭、
奋斗、创造、奉献的劳动精神，把个
人成长与国家的需要、民族的振兴、
时代的使命紧密联系。

如 何 尽 可 能 提 高 草 莓 地 的 利 用
率？在导师邱俊杰带领下，学生们小
组合作，将勾股定理等数学、科学知
识转化为管用实用的实际本领，把田
地堆成梯形，合理布局更多草莓秧。
学生们在劳动实践中领悟到，学好知
识能让劳动创造更大价值，助推国家
农业等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升级。

“学校顺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
要求，将劳动教育、学科教育融合成
模块化、进阶式的学习体系。学校因
年级制宜地推进劳动实践必修课，引
导学生根据社会发展需求提升学习能
力，知行合一、学做结合。”马丽娜
介绍说，麓城外国语小学通过“情境
导入、选题分工设计及完善方案、实
施方案动手实践、评价与分享”等环
节，用案例式教学、项目式教学，引
导学生在真实情境、具体任务中，跨
学科、创造性地学习运用知识。

麓城外国语小学六年级 （3） 班
学生汤思瑜精通于交叉等多样缝制方
法。教师余海燕让她作为小导师，向
其他同学传授不同缝制方法的操作要
领。学校完善小导师制，引导获得新
知的学生即知即传，教授未识的学生
边学边练。学生们通过同伴教育相互
促进提升，实现知识从输入到输出。

如何让拉力车跑得更远？五年级
（5） 班学生小组相互协作，历经多次
失败、探索，他们终于能让气球匀速
地给拉力车提供动力，夺得学校拉力
车比赛冠军。麓城外国语小学引导学
生们在劳动过程中手脑结合，学会发
现、解决问题。学生及其作品在深圳
市校园博物教育、中小学生自然笔记
评比等活动中，夺得多个一等奖。学
校在 2019 年度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资源遴选、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
暨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等活动中，
夺得多项荣誉。

多元评价体系引导
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年级（7）班学生但星辰在“我会
洗小衣物”活动中，夺得“劳动小能

手”荣誉。家长在他的劳动实践成长档
案中表扬说，他以前做家务不积极，而
学校用小比赛、表彰等方式，让他进步
很大。

麓城外国语小学每个学生都有专
属的劳动实践成长档案，包括劳动的
过程性记录和自我评价以及教师、同
伴、家长、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评价。
教师、家长关注和记录学生在劳动过
程中的关键表现、态度、成效、进步
和闪光点。学校每月都为积极劳动的
学生颁发红领巾劳动奖章。

“学校劳动教育评价不但考核学生
技能性劳动素养，更注重学生在劳动
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和感受，看重劳动
习惯、意识等价值性与精神性劳动品
质的评价。学校评价体系力争见物更
见人、见生产更见教育。”邬丽萍表
示，麓城外国语小学通过家校社三方
评价、过程与结果性评价、日常记录
与定期总结等相结合，完善学生劳动
素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

麓城外国语小学用成长档案、等
级评价、量化打分、考查和问卷调查等
方式以及协同观察法、作品展评法等6
种方法，开展劳动教育过程监测与纪实
评价。为推动劳动教育过程的反馈和改
进，学校评价由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
展。学校通过过程性激励、劳动积分打
卡等方式，引导学生想劳动、愿劳动、
爱劳动。

“非常棒！只要你动手去做、反思
改进，就会做得更好。”学生吴泓锐第
一次煎鸡蛋，得到了妈妈的鼓励。在

家校持续鼓励下，他再接再厉，成长
为学校植物学社团美食组组长。麓城
外国语小学将学生参加家务劳动和掌
握生活技能的情况，纳入学生劳动教
育评价体系，及时双向地反馈学生的
家庭劳动与在校劳动情况。家校联合
科学应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价的引
导、诊断、改进与激励等功能，形成
良性循环。

为用绩效考核杠杆提升教师劳动教
育的积极性，麓城外国语小学还着力建
立科学合理的教师劳动教育评价体系，
引导教师加强对学生的劳动责任感、
使命感、荣誉感教育。学校业绩考
核、评优评先向劳动教育表现突出的
教师倾斜。

经验成果助推更多
学校劳动教育提质增效

深 圳 市 花 也 能 为 劳 动 课 程 添 光
彩，麓城外国语小学利用簕杜鹃等深
圳特色资源，开设“家乡植物我代
言”等劳动教育课程。桃花文化旅游
节是西藏林芝的一张名片。林芝市第
一小学借鉴好经验，指导学生通过种
植桃花等劳动，运用所学为家乡的桃
花做好个性化代言。

作为广东省劳动教育特色学校，
近年来，麓城外国语小学基于人工智
能建设的农耕劳动园，获批国家教育
行政部门科技机构项目，被中国教科
院 授 予 “STEM 种 子 学 校 ” 荣 誉 称
号。学校借助主题论文、课题、研究
项目等方式，总结、分享优秀课例、
实施经验等劳动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经
验，助推更多学校劳动教育提质增
效。

2020年，广东、广西、云南等地6
所共同体学校师生合作，通过线上交
流学习、线下种植活动，实施“绿色
快乐农耕园”暑假劳动周课程。2019
年，麓城外国语小学牵头的“基于大
湾区的跨学科学习实践共同体”，获批
广东省 2019 年度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
实践共同体重点项目、国家教育行政
部门 2019 年度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
践共同体项目，41所中小学校参与。麓
城外国语小学依托共同体等国家、省级
劳动教育项目，通过“跨区域、跨学
校、跨年级、跨学科”协同实践，带动

多所共同体学校劳动教育“共师、共
生、共享、共发展”。

“推广传播学生的劳动成果，能提升
更多学生参与劳动的积极性。”邬丽萍介
绍说，麓城外国语小学与深圳、广州及
广西地区等多地学校，经常联合开展厨
艺线上比赛和展示活动。学校还紧跟物
联网等科技、产业发展浪潮，开发物联
网创意设计与制作等劳动教育课程。其
中“绿色快乐农耕园”课程等精品课程
被拍成视频，共享到广东省双创强师工
程网站。

麓城外国语小学经常受邀到省级学
术论坛等活动上作报告，学校劳动教育
内容的丰富性、过程体验的深入性，广
受好评。全国多地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相关领导来校参观学习。中央电教馆专
题资源部主任曾祥翊就高度评价说：

“做法有创新，课程有童趣，整合资源
有广度，劳动教育有成效。”学校劳动
教育协同育人模式实操性、普适性强，
已在 41 所学校生根开花，正引领更多
学校提升劳动教育育人质量。

“你的努力我们替代不了，你的
未来更不是我们可以创造的，这些都
需要你自己去完成，去实现！”三年级

（4） 班学生郑舒涵的家长在女儿叠被
子、拖地等劳动中，看到悄悄长大的
女儿，看到在阳光下奔跑的女孩。劳
动教育如喷薄而出的“星火”，正引导
麓城外国语小学和学生创造更闪亮的
未来。

（吴鹏泽 张武进 黄帼夫 卓
晓雷 温韬）

校内的天台农耕园成为学生种植校内的天台农耕园成为学生种植、、劳作劳作、、收获的劳动实践基地收获的劳动实践基地。。

学生们在天台农耕园收获满满学生们在天台农耕园收获满满，，也在劳动中全面发展也在劳动中全面发展。。

学校大力推进学校大力推进““艺术艺术++工艺工艺与产品设计能力的培养与产品设计能力的培养””等等““学科学科++””劳动课劳动课程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