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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We Need a New Shovel —— Educating People in 
Labor

Chao Li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af�liated to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 good labor class, in addition to allow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labor in practic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
tion of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A simple little detail, the problem that maps out can be complex. As a labor teacher, in addition to 
having a good labor clas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imperceptibly in�uence the students with ac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du-
c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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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们要新铲子——在劳动中育人　
李超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中国·上海 200433　

摘　要

一个好的劳技课，除了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劳动的快乐，更应该关注学生的德育建设，一个简单的小细节，映射出的问题可
能是复杂的。作为劳技教师，除了上好劳技课，更为重要的是要潜移默化的用行动影响学生，达到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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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描述

五月，土豆成熟了，这几天的劳动课孩子们特别开心，

每个班的学生都可以在地里挖到不少土豆。今天是第三个班

级挖土豆，上课前，我找了四个同学帮我拿挖土豆用的铲子，

学生兴高采烈的来到劳动教室，但是看到满地狼藉的铲子，

四个男生却无从下手，“老师，没有新铲子吗？我们想要新

铲子，太脏了”。我看看满是污泥的铲子，心想，铲子是为

了准备这次土豆丰收特地买的，还没有用多久。这才是第三

个班级，后面还有八个班级呢。无奈之下，我硬着头皮让学

生忍忍，看着他们极其不情愿的拿着铲子，我内心还是觉得

有点愧疚。班里的学生看到满是泥土的铲子也都小声嘀咕着，

几个小女生甚至拒绝碰铲子。整节课下来，学生们挖土豆的

兴致大减，相比于前两个班级热火朝天的丰收情景，这个班

的劳动课显得冷清了很多，本该满是欢乐的丰收课，变得了

无生趣，自然而然，这个班的土豆收的少之又少。

看着满地狼藉的铲子，我陷入了深思。前两个班，两节

劳动课连上，一节课收获土豆，一节课同学们意犹未尽的分

享挖土豆的经验，怎样挖到更多的土豆，小组之间比谁挖的

土豆大，谁的多，怎么分，回去怎么做，讨论的不亦乐乎。

可是由于我的失误，铲子早已被抛之脑后，同学们只是将用

完的铲子随便的扔在劳动教室里，所以，才导致用了两次的

铲子早已污迹斑斑，而且有的铲子把手已经出现了裂痕。其

实上课时间还是充裕的，如果抽出十分钟的时间清洗和整理

工具，是没问题的。课堂并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接受知识，

也应该培养有修养的学生。

2 案例分析 

反思两节劳动课内容，一直以来，我认为劳动课应该关

注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约翰·杜威说过，“孩童有一些与

生俱来的倾向性，比如在实践中学习、探索、操弄工具、创

造东西以及表达快乐的情绪”，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我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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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点放在活动设置上，将课程的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我

不愿劳动课也像其他学科性课程一样，有严格的环节把控。

如果劳动课也像语数外这样，那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会受到禁

锢，创新意识也会受到影响。现在，在越来越提倡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育背景下，劳动课更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本着这个

思想，劳动课，我可以退在学生身后，在任务给出后，让学

生自我发挥。可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样的做法虽然给了学

生很大的空间，也让学生可以自由发挥，每次劳动课学生都

很放松。但时间一长，我发现这样做课堂的几个方面会受到

影响。

2.1 课堂细节遭忽视

细节决定成败，劳动课的细节尤为重要。我在课程设置

上往往忽略了课堂细节，过多的关注课程活动设置，其实细

节同样重要，细节的忽略，可能会造成课堂时间拖延、学生

无从下手等课堂问题。就拿这次收土豆来说，如果我能在课

前考虑到工具清理和摆放的问题，学生就不会因为工具问题

耽误上课。课堂细节的把握也决定着这节课的精细程度。如

果教师自己都不在乎细节，学生会更是如此，那个课程的顺

利实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2 课程材料有浪费

劳动课，课程材料和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何处

理它们在劳动课中也同样重要。对于工具处理，我的确对学

生强调不够，要求不严，在上课时，更应该对工具的整理提

出要求，并且强调工具整理的重要性。一堂完整的劳动课，

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完成课程内容，如何处理材料、工具也是

课堂中重要的一部分，更是德育教育中的一部分，劳动课也

离不开德育教育。善始善终本就应该是劳动课对学生情感价

值教育。如果在上个班级上课时，就让学生收获土豆后，能

处理好工具，清理并摆放整齐，那么，再下个班级上课时，

学生就不会因为工具的不称手而耽误课程，影响上课效果。

而受到影响的班级不仅上课受到影响，学生对活动的积极性

也受到影响。

2.3 课堂纪律不可控

课堂纪律是课程顺利进行的前提。劳动课的课堂纪律相

比于其他课程更为重要，他直接影响着课堂进程。如果课堂

纪律良好，整个课程就能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然而，为了

以学生为主体，完全让学生自我发挥，课堂纪律就会受到很

大的威胁。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并不应该是形式上的完全

把课堂的 40 分钟交给学生，任由学生发挥，而是应该更好、

更紧凑的设计好教学环节，既让学生在课堂中能自我发挥，

又能让学生按照课程设置完成课堂内容。好的劳动课，应该

是在紧张又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毕竟受学生年龄限制，让

他们控制住自己，在劳动课能完全围绕课堂主题，只做与课

程相关的事，是不太可能的。劳动课所用的工具、材料与其

他学科相比，对学生而言更具有好奇感，如果在课堂上没有

明确的要求，从教师自身不重视，那学生更会变本加厉的放

任自由。

2.4 学生态度不端正

教师上课的态度决定着学生的上课态度。如果老师在课

前认真准备，上课井然有序，学生自然能端正自己的态度。

在这节劳动课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以为

只是简单的收获土豆，学生们只要开心，能自己体会劳动的

快乐就行，忽略对他们德育教育。即使是简单的课程内容，

依然有值得学习的内容。以小见大，清理和摆放工具本就应

该是劳动教育的必修课，但是我却忽略了这一点，任学生胡

乱摆放工具，没有把握住这次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应该单单

是“教”，更重要的是“育”。育人也不一定要专门的课程，

他应该出现在各种课程中。课堂的某个片段、下课的十分钟

等等。

3 问题解决与成效

如今，劳动教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比于其他课

程，劳动课与劳动教育息息相关。其实，劳动课更关注学生

的动手能力，容易让学生产生兴趣，激发好奇感，从这一点上，

给了劳动课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好的劳动课既能让学生锻

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又能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学生追求

内外兼修的“美”。

想到这些，我决定教学设计从小处出发，争取不放过细

节部分，除了在教学活动上设计的尽量丰富外，更加关注与

主题相关的辅助工作，并展开了德育教育。后面的劳动课上，

学生们的效率明显得到了提高，除了能体验收获土豆的快乐，

还能懂得将收获的土豆分给其他老师、同学，送人玫瑰，手

有余香。我上课前让学生自己准备一个土豆，并告诉大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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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土豆的来历，自然大部分同学都是买来的，当然也不乏有

同学是自己种的，他们分享自己的种植和挖取经历。让他们

先畅想学校土豆的丰收的场景，以小组为单位让他们自己先

列出挖土豆的注意事项，包括工具的领取、土豆的存放、工

具的回收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学会分享，尊重劳动。

计划好流程，小组长分工明确，并且会在每个小组中，安排

一个有种植经验的学生作为小老师。再重新进行了课程设置

后，后面几个班的劳动课顺利了很多，学生不仅体会着劳动

的快乐，还有几个学生，从刚开始不愿意下手到后面也干的

热火朝天，通过几次课的磨合，等最后一个班上劳动课，学

生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期待着劳动课的到来，整个课程也进展

的很顺利，最后，他们还将收获的土豆送给除了老师的清洁

阿姨、门卫师傅、仓库管理员、司机师傅等等这些虽然没有

上课，但依然为了学校正常运行辛勤工作的人们。通过一节

简单的劳动课，体验劳动者们的辛苦，尊重劳动者，简单的

清理回收工具让学生学会整理，有助于他们养成独立自主的

性格，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在引导他们要学会分享时，

我告诉他们，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好人，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

是看他如何对待那些和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们，这才

藏着他最真的教养和人品。

我不敢说我的最后这节劳动课是成功的，但是看到学生

自主的将工具清理好，摆放整齐，并将自己收获的所有土豆

拿给校内工作人员的时候，我是欣慰的。我也明白了，好的

劳动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上好一堂课，让学生体验劳动，

更应该是对学生心灵的教育。让学生自己领悟劳动的意义，

热爱劳动，发自内心的尊重劳动者，并且愿意奉献，正确的

认识社会中劳动职业。

4 案例启示

前车不忘，后事之师，这堂简单的劳动课带给我的影响

是深远的，在之后的劳动课上，我的教育观也发生了改变，

在上关于劳动教育的课程时，我慢慢的发现，以下几点对上

好劳动教育课格外重要：

4.1 教师自身魅力，影响学生行为

一个好的劳动教师，除了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外，更为重

要的是身体力行的影响学生。自己要发自内心的重视劳动教

育。爱因斯坦说过：“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

师的德与才，无德无才的教师是绝对不可能受到学生的爱戴

与尊敬的。”[1] 过硬的教育能力和渊博的知识能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涉猎专业知识之外的学科，会使学生对教师刮目相

看。更为重要的教师的德行和修养，我相信，一个有善心、

爱心、责任心的教师一定是个受学生尊敬的教师，他待人接

物的态度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的学生。劳动教育的老师虽

不像其他学科的教师那样每天都有跟学生接触的机会，但却

是最容易走进学生，贴近学生生活的人，容易让学生产生好感，

教师的以身作则会慢慢的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影响学生的

德行。

4.2 重视家庭教育，培养学生习惯

教育起点是从家庭开始的。劳动教育，更应该是从家庭

开始的，北京小学校长吴国通认为劳动教育是教育改革弥补

最大缺失的一个切入点，是教育观念转变的突破口。教育的

起点是从家庭开始的，劳动教育中家庭教育应该起到重要作

用。我们认为学校的教育就是以家为本的学校教育，以校为

家的做人教育。劳动教育和家庭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好的行

为习惯也主要是依靠家庭教育养成的，也可以说家庭是起主

要作用的一方。[2] 如果父母自小就给学生渗透劳动光荣、应

该尊重劳动者的思想，学生自然而然会在劳动教育上有突出

的表现。就拿收获土豆来说，有的学生享受着这个过程，在

小组中充当着榜样，向大家展示着劳动的快乐，而有的学生

会因为怕脏不愿参与其中。在分享果实时，有的学生能积极

主动的提出要把土豆分享给清洁阿姨、门卫师傅。然而教育

的魅力也在于此，让怕脏怕累的学生改变想法，愿意参与到

劳动中，让不愿分享的学生欣然拿出土豆，分享给他人就是

教育的意义。

4.3 关联学科知识，调动学生兴趣

劳动是具有综合性的，与其他学科知识关联。劳动教育

可以渗透在各个学科中，自然其他科学也可以关联到劳动教

育中。现在教育部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其实是恢复中国以

前重视劳动教育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方针，一贯强调“德、智、

体、美、劳”，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但在这五个维度中，劳

动教育相对是最为薄弱的。劳动，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获取知识，

几乎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最主要手段。身体强健，以及道

德、审美、情操等智性发展，一旦进入教育的步骤，无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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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成为低于书本知识的可选项，老师们用智力演算的方式

帮助学生们建立精神世界，显然这样是不科学的。[3] 劳动不

能简单理解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体现为教育，它是知

识的躬身修行；体现于社会生产，它是创造真实价值的手段。

劳动教育不应该与之力切割，劳动也是美的教育，可以是务实、

做事、操作、实践，这几乎是用人的全部感官去认知和学习。

所以，他应该可以和各个学科关联，数学、语文、科学、美

术等等。

4.4 积极树立榜样，推动学生进步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榜样不仅是一面镜子，也

是一面旗帜。以榜样为镜，让我们知自身的差距与不足。榜

样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劳动教育亦是如

此，课堂上总是不乏有热爱劳动的同学，这时，我会树立榜样，

让学生学习榜样，从而争做榜样。实践证明，这样的方式是

有效的，我能感觉到一节有榜样的劳动课，班级整体会在课

堂中慢慢的凝聚正能量，从而影响着学生劳动光荣的正确价

值观。“历史烛照时代，榜样传承精神。”榜样是有形的正

能量，也是鲜活的价值观。

4.5 赋予劳动价值，内化学生思想

学生在学校有自己的任务、有自己的岗位，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也是劳动。当然，单靠一节劳动课就想达到这样的思

想高度是不现实的，他需要量变引起质变。然而质变的关键

在于让学生认识到劳动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其实要赋予

劳动教育的实用价值并不难，大到学校的一次绿化改造、学

校的小花园建设，小到班级小氧吧建设。给学生创设一个情境，

让学生感受到这次劳动能够改变学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草，

学生会对劳动有特殊的感情。更能懂得劳动是光荣的，是能

改变社会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劳动的价值自古得到大众的认可。劳动并非一味地艰辛，它

是人与世界的充分接触，把劳动装在身体里，由此成为一个

完整的人。劳动教育的意义，贵在让学生用身体丈量物理和

心灵的世界，更应该让学生懂得幸福生活是靠劳动获得的。

我们的劳动课，不仅要致力于观念培育，而且重在教人

们如何从劳动中体验生活的乐趣，明白幸福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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