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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educators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cluding the cultivation of labor practice ability. Especially in small-scale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abor practice abil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ways and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the labor practice ability of small-scale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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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小规模
农村初中，学生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小规模农村初中学生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途径与策
略，以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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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实践能力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必备的一种能力，它

涉及职业、生活等多个方面。在农村地区，学生的劳动实践

能力更加重要，由于小规模农村初中的学生人数较少，教

育资源相对缺乏，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会成为农村的生产主

力。因此，提高农村初中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对于农村的

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农村初中学生劳动实践能力培养现状

2.1 劳动教育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劳动教育资源包括硬件资源、软件资源和实践资源。

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硬件资源如教

学设备、场地等相对缺乏，影响了教师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有

效的劳动教育。此外，软件资源如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也

相对落后，缺乏专业的劳动教育教师和独立的劳动教育课

程，导致劳动教育难以得到重视和实践。实践资源如社会实

践机会、校企合作等也相对较少，学生缺乏实践操作的机会，

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进而提高自己的劳动实践能

力。一些教师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劳动教育资源，导

致教育内容缺乏地域特色和实际价值，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

源，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1]。

2.2 劳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农村初中教育中，由于受到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

许多学校和家长往往更加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略了学

生的劳动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

方式导致学生对劳动的重视程度下降，使劳动教育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流于形式。同时，一些教师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

响，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把劳动视为一种惩罚

或是一项额外的教学任务，而不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内容

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方式。

此外，家庭教育观念的缺失也是导致劳动教育重视程度

不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农村地区，很多家长对劳动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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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足，他们更关注孩子的考试成绩而忽略了对孩子劳动

实践能力的培养，甚至有些家长认为劳动是一种体力活动会

浪费孩子的学习时间，不支持孩子参与劳动实践活动，这种

态度也反映了学生对劳动的不够重视。另外在消费主义和享

乐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学生对于劳动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

认为劳动是一种累赘，一种消耗时间的活动，而不是一种能力，

一种技能，这种态度也反映了学生对劳动的不够重视 [2]。

2.3 劳动教育与实践脱节
教育资源的不足是导致劳动教育与实践脱节的一个重

要因素。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教育

资源相对匮乏，如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都相对落后。这种

情况下，教师往往只能依靠书本进行劳动教育，而无法让学

生亲身参与实践，这就导致劳动教育的内容与实际生产、生

活相脱节，学生难以真正掌握实用的劳动技能。教育观念的

落后也是导致劳动教育与实践脱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农村

初中，一些教师对劳动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入，劳动教育内容

与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脱节。这种情况下，学生难以通过

劳动教育真正掌握实用的劳动技能，也无法通过实践提高自

己的劳动能力，这就导致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普遍偏低。缺

乏实践机会也是导致劳动教育与实践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安全、经费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初中的学生往往缺乏真

正的实践机会，即便教师提供了实践环节，也往往只是象征

性的操作，无法让学生真正掌握实用的技能，这就导致学生

的实践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和提高。

3 农小规模农村初中学生劳动实践能力培养
途径与策略

3.1 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教育合力

3.1.1 教师和学校角度
将劳动教育融入课堂教学。通过将劳动教育有机地融

入各个学科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在语文课上，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描写劳动场景的经典

课文，引导学生深入感受劳动的艰辛和美好。通过分析和讨

论课文中的劳动人物、劳动工具、劳动过程等细节，学生可

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增强对劳动的认知和

尊重；在数学课上，教师可以教授学生一些实用的劳动技

能，如测量、预算等。这些技能在日常生活和未来的职业生

涯中都非常有用。通过数学课的教授，学生不仅学会了数学

知识，还能够在实践中应用这些知识，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

水平；在科学课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培养

其科学研究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

通过实验探究劳动中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应用，进一步加深对

劳动的认知和理解。此外，科学实验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

积极的影响。

3.1.2 开展校内劳动实践活动
校内劳动实践活动是帮助学生培养正确劳动观念、劳

动意识、劳动技能的有效途径。通过组织校内劳动实践活动，

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劳动环境，让学生亲

身体验到劳动的艰辛与乐趣，从而更加珍惜劳动成果，更加

尊重劳动。例如，组织校园绿化、环保清洁、农作物种植等，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到环保知识、农业知识、团队协作等，

还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又如在环保清洁活动中，参与校园公共区域的清扫、垃圾分

类等，让学生更加关注校园环境卫生，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此外，学校还可以开设劳

动课程，如“农艺”“手工制作”等，让学生系统地学习劳

动技能。这些课程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各种劳动技能

的应用，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同时，这些课程

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耐心、细心和认真态度，提高学生的职业

素养和个人素质 [3]。

3.1.3 家庭参与劳动教育
家长可以积极参与孩子的劳动教育，如在家庭中分配

给孩子适当的家务劳动任务，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和家庭责

任感；与孩子一起参加农田劳动，教授农作物种植技术，让

学生在家庭中得到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同时，可以供社区

提供劳动实践机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如组

织学生参与社区绿化、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等。这可以让

学生在社区中得到更多的实践锻炼，提高其劳动技能和社会

责任感。

农小规模农村初中学生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家庭、

学校和社区三方面形成教育合力，通过将劳动教育融入课堂

教学、开展校内劳动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等方

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同时，家庭和社

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也是培养学生劳动实践能力的重要因

素，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学生劳动实践能力的

全面提升。

3.2 设计多样化的劳动实践课程
在农小规模农村初中，设计多样化的劳动实践课程是

培养学生劳动实践能力的关键 [4]。教师可以将当地资源与劳

动实践课程相结合，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例如，可以利用

当地的农业资源，开设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劳动实践课

程；可以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开设环保清洁、园林景观设

计等劳动实践课程；可以利用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开设传统工艺制作、民间艺术等劳动实践课程。以农作物种

植为例，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气候、土壤等实际情况，选择

适合种植的农作物，并设计相应的劳动实践课程。例如，可

以安排学生分组进行农作物种植，包括耕田、播种、浇水、

施肥、除草、收获等环节，让学生亲身体验农作物的生长和

种植过程，并感受劳动的艰辛和美好。在收获季节，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农作物收获比赛，评选出表现优秀的小组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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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表彰，从而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和积

极性。

还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劳动实践课程，让学生全面掌握

劳动技能和知识。例如，可以开设手工制作、园艺、插花等

方面的劳动实践课程，让学生学习多种技能和知识；可以

开设社会服务和志愿者活动等课程，让学生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感恩之心；可以开设科技创新和创

意设计等课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其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

以手工制作为例，教师可以开设多种手工制作课程，

如纸艺、布艺、木艺等。在纸艺方面，可以教学生制作纸花、

纸袋等；在布艺方面，可以教学生制作布艺玩具、布艺装饰

品等；在木艺方面，可以教学生制作木艺小摆件、木艺家居

用品等。通过多元化的手工制作课程，可以让学生掌握多种

手工制作的技能和知识，增强其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5]。

设计多样化的劳动实践课程是培养学生劳动实践能力的

关键，通过结合当地资源、设计多元化的劳动实践课程和加

强实践环节等多种途径和策略，可以有效地实现多样化的劳

动实践课程设计，为培养优秀的农村初中学生做出积极贡献。

3.3 强化社会支持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为学校开展

劳动实践活动提供场地、设备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同时，

鼓励企业、工厂等单位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在真实

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劳动技能，培养职业素养。通过与当地社

区建立合作关系，争取社区资源支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劳

动实践机会。例如，可以与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农场等机构

合作，安排学生前往参观、实践和义务劳动等，让学生亲身

体验农业生产的过程和了解相关技术，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

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此外，教师还可以争取当地

企业的支持，组织学生参加与所学知识相关的实习或志愿服

务等活动，让学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通过网

络平台来拓展学生的劳动实践空间。例如，可以与当地的农

民、工人、艺术家等人士建立联系，邀请他们担任学生的导

师或指导者，通过线上指导或线下实践等方式，引导学生进

行劳动实践活动。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收集各种

劳动实践资源，如视频、图片、文字等，整理成教学资源供

学生学习参考，从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开展多种形式加强劳动教育的宣传，营造良好的劳动氛围。

例如，可以在学校网站、公众号等平台上发布有关劳动教育

的文章、案例等，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了解劳动教育的重要

性和实践意义；可以组织劳动成果展示、经验分享等活动，

让学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劳动实践成果和心得体会。

通过加强劳动教育宣传，可以提高学生和家长对劳动的认识

和理解，从而更好地推动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劳动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家校社三方形成

教育合力，强对劳动教育的宣传和推广、家校社三方形成教

育合力、设计多样化的劳动实践课程等多种途径和策略，以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培养其热爱劳动、尊重劳

动的思想观念，实现农村劳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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