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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了，怎样让孩子们过一
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最好是带
孩子们到大自然中去，享受祖国山
水田园之美；到社会上去，了解叔
叔阿姨们在炎热夏天的劳动情景；
开展劳动活动，在劳动中增长才干
和智慧。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实践
再次证明：劳动是具有多方面的教
育价值和意义的。我们应该在学校
和 家 庭 大 力 倡 导 开 展 劳 动 教 育 。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劳动教育
是“五育并举”中不可缺少的一
环。

孩子们天生是喜爱劳动的，孩
子在两三岁的时候，看见爸爸妈妈
在劳动，总会去插一手。虽然那时
还不懂得劳动的意义，但觉得劳动

的时候很快乐。父母要把孩子的这种
天性保持和发展下去，引导孩子参加
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劳动中培养
孩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品质和动
手创造的能力。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是一个重视
劳动教育的典型，通过开展好劳动
教育，带动了整个学校的变化，也
影响了学生家庭。这样的例子在全
国其他地方也有，前段时间，我看
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纪录片，记录
四川一所农村学校的故事，孩子们
原来都往县城去上学，后来去了一
位 新 校 长 ， 在 学 校 里 开 展 劳 动 教
育，孩子们自己种玉米、西红柿、果
树，种植中遇到困难就去找书看。在
劳动中，孩子们学习的热情也起来

了，整个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了，去
县城读书的孩子们又回乡下来了。孩
子们享受着劳动的喜悦，品尝着自己
的劳动成果，开心地说：“西红柿比
城里买的好吃。”看了这个片子，我
很感动，劳动改变了孩子们的学习生
活，从而改变了一所学校的面貌。我
们应该鼓励学校多做这样的探索，多
出这样的典型经验。

劳动之所以最光荣、最崇高、最
伟大、最美丽，因为劳动创造了人
类，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推进了人
类进步，劳动是个体得以发展的基
础。对孩子来讲，劳动能使孩子的机
体充满活力，改善机体的各种生理素
质；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毅力；能
帮助他们养成“我能做、我应该做”

的责任心。劳动，让孩子们认识到劳
动是产生财富的源泉，从而培养起尊
重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
品质。劳动是创造的基础，孩子在劳
动中既要动手，又要动脑，是一种创
造性活动，从而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创
造思维和创造能力。劳动可以促进孩
子对知识的渴望，在劳动中遇到问
题，会去读书找解答，从而促进了学
习的兴趣和效率。劳动教育是人的全
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

假期是开展劳动教育的好时期，
希望学校认真组织，家长热情配合，
让孩子过一个生动活泼愉快的假期。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

假期是开展劳动教育的好时期
顾明远

采访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以下简
称“石外”） 的劳动教育，缘于北京
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的多次
推荐。顾先生曾数次到石外调研，他
告诉记者，石外的劳动教育做得非常
好，并表示如果记者写报道，愿意亲
自写一篇评论。顾先生的评价引起了
记者的好奇心和对石外的持续关注。
采访后，记者深深感受到，几乎无所
不在的劳动教育已经深深融进石外的
校园文化、育人体系，融进了校风学
风，并影响了学生家庭的家风；石外
劳动教育特别扎实有效、深受欢迎的
秘诀在于：学校主导，家校社协作。

劳动课开设 22年，实
现了幼小初高衔接

今年的母亲节，石外的孩子们用
自己在学校植物园种植的芦荟，制作
了芦荟胶，回家送给妈妈。自己劳动
种植、自己动手制作，劳动成果送到
妈妈手中。类似这样围绕“劳动”产
生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故事，几乎在
石外每个学生身上都发生过。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规定，从 2022 年秋季开学
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
独立课程。而此前，石外的劳动课已
经开设了 22 年。从 2001 年开始，石
外就开始设计“五育并举”校本课
程，陆续开设了科学种植、机械加
工、烹饪、航模科技、通用技术、电
子控制、木工等劳动实践必修课程，
并探索在课堂教学、德育、校园活
动、家庭教育、社会实践等五大领域
贯穿劳动教育，形成了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 15 年一贯制衔接的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石外花了很大力气抓劳动教育，
在加强课程建设的同时，还投资建设
种植、木工、烹饪等劳动实践课程场
所，并将劳动课列入每周课表，要求
校内劳动课程师生全员参与。

石外的校内劳动课程主要针对学
生劳动技能偏弱的现状，注重与学生
生活结合、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从
基本劳动技能如整理书包、擦楼梯、
摆桌椅和擦玻璃等开始。通过设计劳
动课程“四环节”教学模式，实行劳
动教育全覆盖，确保全体学生人人都
劳动、事事有标准、件件有评价。

通过 22 年的实践积累，石外形
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 15 年一贯制的
劳动教育衔接体系，不仅课程贯通设
计，实践活动也贯通安排：

幼儿园阶段开设了木工课、烹饪
课。让幼儿感受各种劳动职业，亲身
体验、尝试、操作、感受劳动。木工
课从最基础的认、钉、切、锤入手，
烹饪课让孩子们学会洗菜、择菜、做
沙拉和小凉菜等；

小学阶段开设了 6 项劳动专项课
程：种植课、机器人科学课、木工
课、烹饪课、缝纫课、机械加工课；

初中阶段开设了面点课、花卉种
植课、人工智能课、机器人课、航模
及无人机课、社会实践课；

高 中 阶 段 开 设 了 现 代 农 业 技 术
课、中华传统面点课、家常菜肴课、
木工课、通用技术课、3D 打印技术
课、激光雕刻技术课、数控加工技术

课、“阳光小讲台”志愿支教劳动课。
石外注重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家

庭生活相连，在学校与家庭之间形成
了协作育人机制。学生在校学到的劳
动技能，回家得到更多练习和成果展
示机会。教初中学生做馒头的李洁辉
老师说：“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教孩
子们做馒头，更是让孩子们感受到浓
浓的家的味道。”

劳动课与家庭劳动实践
互补，为学生全面发展添翼

每周开一节劳动课，确实解决了
劳动教育被忽视、“有时间就上没时
间就让”的问题，但如果仅仅依靠这
一节课的时间，全校数千学生，个性
化教学怎么落实？学生动手劳动的时
间怎么保证？劳动的效果怎么检验？
石外的办法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相结合，家校社协作。

石外集团党委书记强新志认为：
如果失去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协
同配合，学校教育就如同失去了左膀
右臂。

除了学校设置的各类劳动教育课
程 和 劳 动 实 践 专 项 课 程 ， 石 外 从
2001 年起就在幼小初高不同学段设
置了“我的家庭我担当”系列主题活
动。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特点，设置了
不同的家庭劳动实践活动项目：

在幼儿园、小学开展“我的事情
我来做”主题活动，幼儿在家要自己
穿脱衣服、自己刷牙、自己系鞋带
等；小学生在家要主动擦桌子、扫
地、洗碗、收拾个人物品、整理自己
的房间。

在 初 中 设 计 了 “ 家 庭 事 务 我 担
当”主题活动，学生要帮助家里买
菜、做饭、收拾房间等。

高中开展“家庭活动我设计”主
题活动，学生除了日常家务劳动还要
尝试进行家庭财务计划、外出活动等
家庭事务的参与和设计，培养独立生
活能力和家庭担当意识。

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后，石外
抓住机会，利用节假日与家庭共同开
展劳动教育。各年级组织开展“家庭
劳动大比拼”活动，学生将在学校学
会的烹饪、木工、简易家电维修的劳
动技能用在家庭生活中，与家长一起
缝补、烙饼、蒸馒头、炒菜、擀面
条、修家具，家庭氛围更加和谐，亲
子关系更加融洽。

劳动教育成果展示成为石外家长
开放日最有特色也最热闹的环节，家
长品尝孩子们亲手做出的食物、观摩
孩子们的种植园、把玩孩子们亲手制
作的作品。八年级一位家长激动得要
流眼泪：“第一次吃到孩子亲手给我
烙的饼，觉得特别幸福⋯⋯”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裴
红霞告诉记者，劳动教育不仅是劳动
技能的教育，也是融入了知识、品
德、体魄、审美和欣赏的教育，在劳
动的背后，是“五育并举”的教育。
七年级常泽远家长说：“学校设计的
家庭劳动作业，让我感受到了学校对
孩子的全面培养。”在石外，学生家
长既是劳动教育的参与者、支持者、
指导者，也是评价者、受益者。亲眼
看到孩子的成长和转变，家长对学校
的劳动教育特别支持。

最受欢迎劳动课融进了
校风，带动了家风

确实很难想象，在石外这样一所
在当地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劳动课
居然最受学生欢迎。今天，劳动教育
已经成为石外最鲜明的特色，融进了
校风和学风。

老师们发现，经受一段时间劳动
教育之后的学生更自律，更勤奋努力
学习了；家长们反映，孩子回家后主
动分担家务劳动了，越来越懂事了，
知道心疼父母的辛苦了。

劳动教育改变着学生，也改变着
学生的家庭。有名高中生家里常常吃
泡面，在学校学会做油泼面后，回家

给父母做，从此家里人再也不爱吃泡
面了。参加学校组织的体验父母辛劳

“每日当家”劳动教育活动后，八年
级学生张子昕写了一首词 《沁园春·
赞 劳 动》， 描 述 自 己 买 菜 做 饭 的 情
形：“⋯⋯望窗户内外，晶光闪闪，
餐桌之上，香气飘飘⋯⋯超市内，精
挑细选，食材新鲜⋯⋯看购烹洗扫，
样样精通，多艺少年，石外教导。”

学生在劳动教育中学到了技能，
也淬炼着品格。高中生学习任务重，
时间紧，但劳动教育一点儿没耽误。
这里的高中学生在学习完家常菜肴必
修课后，至少得会炒 16 种菜。创办
于 2006 年的“阳光小讲台”活动是
专门为高中学生创设的一项劳动教育
活动，学生必须全员参与，定期到山
区中小学校开展支教服务。学校与石
家庄市赞皇、平山等 6 个山区县的 12
所中小学建立了“城乡校际结对精准
帮扶共同体”，通过开展“阳光小讲
台”活动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家长不
仅全力支持孩子“进山吃苦”，还各
尽所能提供支持，与学校形成合力，
鼓励孩子与山区学生同吃、同住、同
锻炼，在送教的同时受教。

22 年的实践，形成了石外具有劳
动教育特色的校风学风，创造了石外
特有的劳动教育经验：基于学校 15 年
一贯制办学模式，根据不同学段学生
特点设置不同教育方案和劳动内容，
确保劳动教育 15 年衔接不间断；通过
学校、家庭、社会的协作，让学生全员
参与，人人动手，人人制作。

劳 动 教 育 在 石 外 学 生 的 精 神 品
格、行为习惯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学校的劳动课，比如做面点、烹饪、手
工、木工等，对学生走出校门后的生活
产生了直接帮助，他们学会了自己动
手创造生活，不少高中学生毕业后还
一直延续着到贫困山区帮扶的传统。

劳动教育也带来了学生家庭和家
风的变化，培养了学生的家庭责任
心。学校鼓励学生回家后和父母一起
劳动，家庭氛围浓厚了、亲子关系改
善了。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劳动教育融进了校风改变了家风
本报记者 刘华蓉

从儿童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说，
劳动尤其是家务劳动是让孩子变得
更聪明的必需的教育手段。脑科学
研究已经证明了劳动可以促进大脑
的 发 展 ， 人 的 身 体 凡 是 会 动 的 地
方，包括舌头、下巴、嘴唇、手、
脚、胳膊、腿等都在大脑运动皮质
区有相应的连接和显现。

科 学 家 为 了 测 试 脑 神 经 的 生
长，曾经用小猴子做实验证实，五
根手指的运动都在大脑中分别有相
对应的指挥区域。如果其中一根手
指缺失了长期不用，指挥这根手指
的脑区就会被其他手指的主管区域
所瓜分直至消失。这个实验也再次
验证了：大脑神经需要更多的外部
刺激才得以生长。换而言之，如果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得
不到自己动手的机会，总是被大人
包办代替，这个孩子大脑运动皮层
的相应区域就得不到应有的刺激，
他的大脑发育就会受到不良影响。

反思这个实验的结论，我们不
难看到在生活中让孩子自理和劳动
的重要性。在我脑海中涌现出两个
不 同 画 面 的 强 烈 对 比 。 一 个 画 面
是：一个小朋友像个小木偶一样坐
在餐椅上，伸着小脖子等着妈妈或
奶奶喂饭 （据不完全统计隔代喂饭
的比例更大）。我们试想一下，那些
经常被喂饭、被穿衣、被系鞋带的
孩子，他们大脑运动皮层的相应区
域是被激活还是被闲置呢？闲置一
天还好，如果闲置多日，这些相应
区域的大脑神经元就会因得不到外
界被使用信号的反馈，而无法生长
出新的突触，不会和其他相邻的神
经元发生连接。同时大脑的资源是
有限的，这个总是被闲置的孤立的
细胞因得不到充足的养料和氧气，
就会被修剪掉。这也是典型的用进
废退原理的写照。

另一个画面是某年春节一个家
庭厨房里的场景：9 岁的哥哥右手
拿着菜刀，左手轻松地把火腿肠按
在案板上，极度认真地一下一下切
着。一会儿均匀细致的小方形火腿
肠就整整齐齐到盘子里聚会了。随
后，一小撮鲜艳的胡萝卜丁和细碎
的葱花等辅料也装盘。妹妹则蹲在
地上，左手扶着一个大碗，右手伸
到碗里一顿乱抓，偶尔还伸到嘴边

想舔一下。细看才知道，妹妹是在
用她的小手完成将鸡蛋液和剩米饭
的充分搅拌。不到半个小时，等在
桌边的爸爸妈妈就享受到了一盘色
香味俱全的扬州炒饭。如果用脑扫
描成像技术回顾一下厨房中两个小
身影静静劳动时大脑皮层的运动，
他们当时被激活的神经有哪些呢？
至 少 有 双 手 、 手 臂 、 眼 睛 和 口 腔
吧。相比坐在那里等待喂饭的孩子
而言，您觉得哪种生活场景更有利
于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于他的小脑
瓜变得聪明呢？

人的大脑细胞在儿童早期会过
度生长，被称作“开花”，后来在青
少年时期将发生大规模的“修剪”。
那些和其他神经元只产生微弱联系
或者没有任何联系的神经元将会死
去，某些区域会因此损失 85%的神
经元。所以在儿童早期就多让孩子
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是非常有必要
的事情。

而家庭无疑是孩子成长最重要
的环境，也是进行劳动教育最好的
场所。家庭环境中，随处都可以变
成生动活泼的劳动课堂：洗一双筷
子、摆一下拖鞋、随手擦干净洗手
池、择择菜切切肉都是多么好的精
细化运动的实践啊！如果勤快的父
母把这些小活计全都承包了，其实
是 剥 夺 了 孩 子 锻 炼 自 己 大 脑 的 机
会。俗话说“勤快妈妈养懒孩子”，
从脑神经发育的角度分析，这句话
很有道理。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者曾对 153
名儿童做了长达 20 年的追踪研究，
发现从小爱做家务的孩子未来有显
著更高的就业率以及显著更低的犯
罪率、离婚率，甚至患心脏病的概
率也更低。由此可见，小时候是否
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关乎对人一生
的影响。

如 何 用 好 家 庭 这 样 一 个 大 课
堂 ， 从 小 培 养 孩 子 爱 劳 动 的 好 习
惯，是值得家长们重视和思考的问
题。家长们一定要从科学育儿的角
度提高认识，充分认知孩子脑发育
的关键时期和劳动对孩子大脑发展
的重要性，多在生活中创造让孩子
自己动手的环境和机会，为孩子的
终身发展打好基础。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

劳动让孩子变得更聪明
李浩英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儿子 11
岁，女儿快 9 岁了。尽管有保洁阿
姨和智能家用电器的帮忙，但我和
许多职场妈妈一样，每天仍然像陀
螺一样在厨房、洗衣房和书桌间连
轴转，努力在家务、工作和育儿之
间寻求平衡。疫情防控期间，保洁
阿姨不能进小区，更是有点儿雪上
加霜。与此同时，我开始思考是不
是可以把家庭其他成员动员起来，
大家一起加入到家务劳动的分工中
来，除了可以分担我的压力外，还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培养孩子
们的劳动意识和生活能力。

于是我把孩子们叫到一起，表
达了一下关于大家一起分担家务的
想法，主要说了两点理由：一是家
庭是大家共有的家庭，每个家庭成
员都有义务共同处理家庭的事务，
为我们爱的家作出贡献；二是学会
家务劳动是未来独立生活的基础，
而这些生活技能并不像表面上看起
来那么简单，需要耐心、细心和统
筹规划，很多时候还需要动脑子，
可以锻炼多方面的能力。

本来以为孩子们会很抗拒我的
提议，没想到听完我的发言后，孩
子们异常理解和接受，他们也开始
意识到平时妈妈一个人承担家务的
辛苦。他们主动开始讨论家务劳动
的任务分工。很快，孩子们商量出
了一个明确的分工计划：哥哥负责
洗衣服、妹妹负责打扫地面、妈妈
负责厨房的家务。

“为什么我要负责厨房呢？”我
故意问他们。

“因为厨房里有热水、煤气和
电，有一定危险性。要是我们去做
饭，您还得在一旁盯着，并不能节
省时间，而且灶台、洗菜池都太高
了，好多东西我们也够不着。所以
厨房的任务由妈妈承担最合适。”闺
女解释道。

“我来洗衣服！您就教我怎么操
作洗衣机就好了。”儿子接着说。

“那地板为什么是妞妞负责呢？”
“因为最容易把地板弄脏的就是

我的兔兔嘛，总是有草和兔毛掉到
地上，所以由我来打扫啰。”闺女有
理有据地说道。

就这样，儿子开始每天负责洗
衣、晾晒和叠衣；闺女负责扫地和
拖地；而我的主要工作区域被限定
到了厨房，真的轻松了不少。

有了从零到一，从一到多就容
易多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孩子
们会尝试反思自己做家务的流程，
并不断调整和改进。他们也逐渐明
白，在具体干活儿的时候，分工与
合作没必要那么泾渭分明，比如我
做 饭 的 时 候 ， 闺 女 时 常 过 来 打 下
手；闺女清扫地面的时候，我和儿
子也会帮她整理地面杂物；我们三
人经常坐在沙发上一起边看电视边
叠衣服；宠物兔的喂养和清洁工作
也都是我们共同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还有意
外的成长与收获，也解决了一个我
过 去 反 复 强 调 但 一 直 不 奏 效 的 问
题：平时的保洁比打扫重要。孩子
们发现，如果每天随手做一点儿家
务事，其实每天的事儿并不多；但
一旦把活儿积累起来，就会像滚雪
球般越滚越大。他们开始注意平时
的 保 洁 ： 看 过 的 书 及 时 归 位 到 书
柜、用过的文具记得放回到笔筒、
写过的纸若不能重复利用则扔进垃
圾桶而不是散落在各个桌面上。

所谓实践出真知，我很为自己
的这次决定感到欣慰。生活真的是
最好的教育，生活的道理通过生活
实践来教是最有效的，比起亲自实
践和自我反省，说教显得苍白和无
力许多。

（作者系剑桥大学硕士、心理学
教师）

生活是最好的教育
丁丁

虽然劳动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已受到广泛认同，但在现实层面，我国青少年儿童日常生活中参与劳动的情况不容乐观。日前，教育部发布了《义
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其中制定了“整理与收纳”“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等日常生活劳动”等不同学段目标。之前也有相应政策明确
规定：“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暑假来临，也是开展劳动教育的好时机。本期专刊聚焦学校和家庭在劳动教育方面的实践及观点，希望带
给广大读者一些启发。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学习花卉种植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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