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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

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

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要求“把劳

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

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

融合”，这为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劳动教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

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新时代劳动教育立足于

人的整体性，融合多学科知识，对人、社会和自然进行整合，

将理论知识有机融入现实社会，对学生健全人格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新时代的中学生应该具备正确的劳动观念和相

应的劳动体验，以及一定的实践能力，因此，在中学各学

科教学中充分渗透劳动教育至关重要。这里来谈谈在初中

地理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

对于地理学科而言，生活是地理学之源，地理教育关

注“贴近学生生活的地理”，强调“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提倡在生活实践中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而劳动教育的目

的和归宿也是生活，也是强调学生在现实社会生活的体验

中获得自我成长。可见，在本源、目标和实现途径上劳动

教育和地理学科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2 初中地理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素材

初中地理是一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性质的基础

学科，具有综合性、区域性、思维性、实践性、生活性等

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劳动教育素材。地理学科的教育

内容，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从远古到今天无时无刻不

与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随着人类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变得越来越密切。人类最初对地理知识的认

识起始于对居住环境和取食环境有意识地选择。从原始社

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直到现代社会，人类与环境的关

系经过了依赖、顺应、掠夺到协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地理知识不断积累，地理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人地关系的

理论由曲折通向坦途。在内容选编上，初中地理教材由地

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乡土地理四大板块组成。

采用以环境、资源、人类活动和可持续发展为线索，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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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中心，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结合的方式，由具体到抽

象、由感性到理性的教学原则编写 [1]。

地理课程作为学生创造性劳动的开发平台，可结合学

科自身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要让学生在具有知识性和实践性的地理课堂和地理学习中

认识劳动，正视劳动，从而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掌握相应

的劳动技能，最终形成尊重劳动成果的意识。这也体现了一

种必然的结论：地理知识相伴于人类而产生，地理知识相伴

于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地理学科教育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和

进步的一种生产力，地理科学的发展，对社会进步和发展起

着巨大的影响。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一方面，人类活动

范围的扩大丰富了地理知识；另一方面，地理知识的积累，

可以引导人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活动，从而进一步加深人

类与环境的关系。

3 在初中地理教学实践积极渗透劳动教育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

调劳动教育重点是要让学生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

目的、有计划地参加劳动实践，出力流汗，实现知行合一，

获得身心全面发展。

劳动教育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实践性的特点，应在

各学科教学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地理教材是德智体美

劳的结合体，各种地理实践只有通过亲力亲为的活动才能在

学生的成长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于头脑中形成劳动观念，于

行动中学会劳动技能。教材为学生创设探究式学习的情景，

引导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勤于动手，体验解决问题的过程，

强化学习过程中亲身体验的重要性。如省内区域的学习中让

学生扮演政府官员、旅游者、旅社经理等角色，从不同角度

发表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实践探究栏目的

设计，结合所学内容面向生活出题，例如，你的家乡有哪些

旅游资源？对家乡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在这个大角度下，

带领同学们走进西山万亩生态园，感受大自然美景，探究的

环境变迁，走进苗圃，亲手为植物剪枝，造型，为苗木浇水，

施肥，动手移栽等。尝试将地理教育和劳动教育进行有机融

合，从而形成高效、共赢的教育共同体 [2]。

地理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提供给学生与其生活和周围世界密切相关的地理知识，侧重

基础性的地理知识和技能，增强学生的生存能力。正是劳动

教育的绝好机会，走出课堂，用脚步丈量身边的土地，通过

走访辨认植物和农作物，并做好记录。例如，地表各种形态

的认识，通过景观图能得到直观的印象，通过等高线地形图

能理论的运用。如果能开展实践活动，走进周围的大自然中，

亲眼辨认出所看到的地表形态，那就是运用所学到的地理知

识解释身边的地理现象，综合区域内植被种类和分布，农作

物种类，居民定居点的分布等调查了解，认识周围的生存环

境，思考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3]。

4 在初中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的意义

在中学各学科渗透劳动教育是在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加强对初中阶段的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可以让他（她）

们对劳动意义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小时候，家长和教师

就曾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的诗句。当时的人们经历过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故而

能深刻地明白，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但是新时代的中学

生没有体验过以前的生活，如果不加以实施劳动教育，学生

就不会明白勤俭节约的意义，自然容易养成浮华攀比奢侈的

性子，助长社会不良风气。反之，若是重视劳动教育，学生

在劳动中就能学会节俭，养成勤劳的美德，进而为构建和谐

稳定的社会贡献一分力量 [4]。

5 结语

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劳动是人类生存

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少年对于周围世界的了解无法离开劳

动，我们不能忽视孩子们在劳动中得到的锻炼。“人民创造

历史，劳动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诠释了人类的历

史首先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并且，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是促进社会年发

展的动力。劳动教育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未来接班人

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初中地理教材中积

极渗透劳动教育，找寻地理教育和劳动教育在育人价值和实

践途径上的融合点、促进点，是新时期中学地理教育的又一

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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