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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progress in China,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has gradually been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stability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ong-te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primary 
school,	we	must	formulate	a	targeted	evalu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teaching	situ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We	need	to	develop	specific	evaluation	criteria,	 includ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teamwork spirit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variety of evaluation methods, such 
as classroom performance, homework completion, practical activities, etc.,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students'	labor	performanc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imary	labo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imary	labor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practice-oriented primar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positive help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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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取向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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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当前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背景之下，小学阶段的劳动教育也逐渐受到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为了保证小学劳动教育活
动的长效健康发展，就必须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小学劳动教育质量。我
们需要制定具体的评价标准，包括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同时，需要采用多种评价
方式，如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实践活动等，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劳动表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起科
学、有效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为提升小学劳动教育质量提供有力支持。论文针对实践取向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体系
构建策略展开分析，以期能够为中国相关研究提供积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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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要想充分显现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学校应基于自身

实际特点，不断优化并创新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激发学

生参与劳动教育活动的热情，使学生切身感受到劳动的快

乐，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增强生活体验感和认知

感，从而有利于培养并发展学生独立、完整的人格，同时也

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为小学劳动教育活动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小学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

由于小学生处在个人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为提高

小学生整体学习技能和生活技能，促使学生不断积累生活经

验。要求小学教师应加大对小学生劳动教育的力度，借助劳

动教育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劳动教育期间掌握生活技能，不

断提高学生的生活技能水平，从而便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劳

动实用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小学教师在对学生开展劳动

教育期间，应高度关注小学生劳动精神与劳动意识的个性化

发展，确保小学生在劳动教育期间能够真切感受到劳动的喜

悦，以深刻领会到劳动对个人、社会以及国家所产生的作用，

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劳动在

每个人的发展阶段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劳动有利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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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生活经验，丰富劳动生活。因此，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积

极参与到劳动之中。现如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逐渐弱化了劳动的实际价值，加之目前大多数小学生都是独

生子女，父母极度宠爱孩子，导致小学生很少参加劳动。事

实上，劳动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还能够培养并提升学生的创造力，深度发掘学生的个人潜

能，以此增强学生自信心，使学生更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因此，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都应让学生适当参加劳动

活动。

3 实践取向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的内涵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践取向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重视

实践而忽视理论的作用，而是我们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将两者统一起来。“实践导向是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即

两者的本意与最终目标的统一，而不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简

单相加或结合。”小学职业教育实践评估应将实践置于教育

评估的中心，指向职业教育实践，关注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

培养小学生的实践意识、实践知识、实践技能和实践智慧。

小学劳动教育评估的实践导向目标注重培养实践意识，评估

内容强调实践知识的形成，评估过程注重实践技能的提高，

评估结果注重实践智慧的发展。实践意识对行动具有主导影

响。这种意识允许从业者打开发现外部世界的想法，并在

实践中保持这种探索感。这种“发达的”和“必然的行为”

的意识被称为“实践意识”，在有目的地解决问题中，实践

意识不仅创造了必然性与适当行为的逻辑关系，而且为后者

提供了理由和内在动力。因此，小学生应该在劳动前意识到

劳动，了解实践的重要性，并明白只有通过实践，他们才能

认识到劳动的价值，认识到劳动重要性，热爱劳动，享受劳

动的美好。积极注重评估学生是否理解实践是职业教育的重

要属性，具有适当的劳动价值观，并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同时小学生应该愿意锻炼，如果学生对他们将要做的劳动缺

乏实践意识，他们就无法激发自身的参与欲望，同时也要在

实际教育过程中培养志愿服务和热爱劳动的精神，应实施小

学生的职业教育，并促进小学生在真实情况和经历中的实践

意识。

4 实践取向的小学劳动教育评价的设计

4.1 明确劳动教育评价目标
我们应该科学地理解评估小学劳动培训的目标，并意

识到通过评估促进发展的教育功能。评估的主要目的不是监

督学生，而是促进他们的发展。为了改进评估目标，过于强

调筛选和选择的评估导向，使得评估目标侧重于学生的全面

发展。强调评估目标的发展作用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筛选功

能。教师必须深刻理解评估的双重功能，并认识到筛选和发

展在实践中的深度融合。2016 年 9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学生的基本发展能力》，

指出“实践创新，基本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意识”。

而且要有实践意识，有正确的劳动方法，积极参与劳动，享

受劳动的乐趣，体验劳动的荣耀。教师应学习和理解马克思

主义职业教育思想，充分考虑职业教育评估的影响，提高学

生的职业技能。同时，教师要帮助学生了解职业教育的性质，

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劳动习惯和精神，让职业教育落地生根；

培养小学生的毅力，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理解最光荣、最崇

高的劳动原则。

4.2 优化劳动教育评价内容
监控学生成长，为小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安置评估计划。

对小学生的评估应基于该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并实际显示学

生的学习和发展过程。小学生只参与评价是不够的，评价的

内容是最重要的。在制定小学实践导向评估内容时，应考虑

以下几点：①创建个性化评估内容。无论是劳动还是专业实

践，教师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诊断和观察学生，挖掘有效

信息。职业培训评估应考虑到差异，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内容、

不同任务组和不同级别的学生进行个性化评估，以便学生能

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反馈，更好地接受职业培训。②扩大评

估内容的范围，注重劳动实践的附加值效应。在专业实践过

程中，学生将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将其从认知

层面转化为实践层面，从而创造出更具操作性的实践知识，

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③评估的深度。关注学生在周期水平

上的变化及其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而不是以临时成绩来评

估学生，并使评估内容更加科学和有效；我们不应该根据统

一的标准来评估所有学生，而是应该找到更有针对性的评估

方法，这样学生的综合能力才能不断提升，最终实现全面

发展。

4.3 强化劳动教育评价过程管理
促进共享教育，为劳动实践创造开放空间。职业教育

的实际评估需要劳动场所等物质条件。学校是学生开展职业

教育的重要场所，应承担促进学生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责

任。中小学生主要在校园里练习。小学高年级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具体情况离开校园，充分利用校外劳动实践资源，学

校教育工作人员应充分利用潜在的实践资源，为小学生学徒

提供物质支持，提高他们的实践技能；要依托地方特色，因

地制宜开发劳动教育资源，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实习岗位，

丰富劳动教育内涵，发挥中国人民热爱劳动的传统优势。例

如，该小学建立了非大学实习实践，并根据当地传统文化进

行了南瓜种植实验。小学生通过体验活动体验了“南瓜种子

通过种植，最终收集南瓜果实”的种植过程和生长周期。他

们对收集到的南瓜子进行绘画和装饰，制作文化和创意产品

在互联网上出售，并将收入捐赠给沙漠地区，且学生的劳动

实践应该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以现有的生活经验为

基础，这样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劳动的意义。“全面学习的

实践必须使学生克服局限性，准备与课堂和课本之外的人和

事互动。”学校应打破封闭的围墙，整合家庭、社会和其他

资源，创造一个开放的劳动场所，为学生提供一个发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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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丰富学生实践经验的广阔平台。“教育当局和学校还应

加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积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与工厂、

农场、社区、家庭合作，扩大劳动场所。”充分支持学生实践，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例如，一所小学开办的“乡村志愿

服务”旨在实践维护劳动。

4.4 改进劳动教育结果评价
完善职业教育绩效考核，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功能。对

劳动教育的评估有一种长期的功利倾向，即注重结果而忽视

这一过程。它只注重对结果的评估。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应该尊重孩子，不要急于评

判他们的好坏。”在传统的职业教育评估中，教师是掌控全

局的决策者，评估结果必然影响教师的主观意识。因此，评

价主体应该是丰富的、多层次的，评价主体应包括学生、教

师、家长和社会。此外，对安置服务结果的评估还应从多个

维度和层次对学生进行评估，以防止“一刀切”，并使安置

服务评估结果越来越公平。无论职业培训评估的对象是谁或

评估的维度是什么，这都不应只是形式，结果也不应由结果

决定。它应该发挥领导、激励和评价教育的作用，以实现职

业教育的首要目标。总结实践经验，培养反思性实践。在实

践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和技能，还可以亲身

体验劳动教育的深层本质，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在不断地

研究中获得实践经验；总结经验并不断反思，使小学生能够

更好地理解实际问题，通过个人实践获得新的实践经验，提

高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并建立坚实的实践技能。首先，我们

应该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反思的外部环境。教师应专注于研

究实践经验，为学生创造获得实践设计经验和真实实践经验

的机会，加强学生的反思意识，并根据个人经验和经验总结

提高他们的实践技能。学生不仅要反思专业实践的过程，还

要反思进步的实践，将经验和反思转化为进步的动力。其次，

教师应加强对学生实践反思的反馈，有效监控学生在劳动实

践中的行为，帮助学生理解其中蕴含的实践智慧；对学生进

行职业教育评估不是为了得出结论，而是为了使职业教育评

估成为学生实施自我反思的有效工具。最后，教师应注意学

生在课堂上实践反思策略的定位，支持学生掌握实践反思的

方法，共同鼓励学生将所获得的实践知识转化为实践智慧，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

4.5 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
反馈机制是确保实践取向小学劳动教育评价有效实施

的重要保障。通过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及时将评价结果反

馈给学生和家长，让他们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进步情况，

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同时，还要将评

价结果作为改进教学和提高教育质量的依据，促进小学劳动

教育的持续发展。此外，反馈机制还能促进家校沟通。通过

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劳动教育情况，家长可以更好地了解

孩子的成长进步，从而参与到孩子的劳动教育过程中。家长

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与学校共同推动小学劳动教

育的改进和发展。同时，反馈机制还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

质量。通过了解学生的实际需求和问题，教师可以有针对性

地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提高教学效果。教师还可以通过反

馈机制，对自身的教育教学进行反思和改进，不断提高自身

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对于实践

取向小学劳动教育评价的实施至关重要。通过及时、准确地

向学生、家长和教师反馈评价结果，可以促进三方共同参与

和协作，推动小学劳动教育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5 结语

总而言之，有效实施小学劳动教育的前提是要求学校

不但要营造良好的劳动育人氛围、积极创建舒适的育人环

境，还要合理设置相对有效的劳动教育课程，构建科学的评

价体系，大力开展劳动教育活动，并不断丰富劳动教育活动

的种类。同时，学校也要深层次挖掘劳动资源，帮助学生树

立正向的劳动观，以此提升并提高学生的劳动意识水平，促

进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效性，从而全面发挥出劳动教育的实际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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