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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亚| 重庆市合川区凉亭子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硕士研究生 ( 重庆 402560) 。

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引领学校劳动
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 左亚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重庆市合川区凉亭子小学依托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优势，在多年研究并实施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导
学校发展中，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引领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 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统
筹资源，开发劳动课程，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 全校师生对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有了深刻的认知和
积极的参与行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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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教
育改革，提出了“知情意合一的教育、知仁勇合
一的教育”“生活教育，手脑相长”的育人理念，
引导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参与劳动，经受
锻炼。凉亭子小学位于重庆市合川区，该校充分
发掘地域文化资源优势，追根溯源，把当年陶行
知先生在合川境内创办育才学校的一系列办学思
想，融入学校发展的全过程，打造“生活力教育”
的办学理念，挖掘劳动教育内涵。本文是我校充
分应用陶行知“生活教育，手脑相长”的育人理
念，开展“以德立人，以劳育人”的实践研究与
探索的成果。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中关于劳动教育
的理念内涵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战时期曾在合川地
区创办育才学校，并提出一系列教育思想。因此
依据地域教育文化优势，我校组织团队研究并实
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课题研究中，我们选择了
陶行知先生的 “生活教育”理念，建构 “生活力
教育”的学校主题文化，并以此作为学校战略发
展的重要办学方向。所谓 “生活力教育”就是培
养和锻炼学生生活的能力、生存发展的能力，成

长创新的能力。在细化陶行知 “生活教育”研究
中，我们把“生活教育”中 “手脑相长”的劳动
教育理念提炼出来，作为学校开展“生活力教育”
的实施策略之一。

教育独特的含义有两层意思: 其一，教育是
培养人的活动; 其二，教育就是社会改造。“生活
即教育”，即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教育，生活提供教
育素材，生活提供教育契机，生活也提供教育实
践机会，人在生活中接受教育并成长。陶行知先
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的观点，就是希望教育者
要基于儿童的具体生活来开展儿童教育。激发孩
子的劳动潜能，还应当认真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
陶行知曾把生活教育的基本形态高度概括为: “农
夫的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他把对
学校师生的劳动教育分为七大类别，包括: 改造
社会、教育儿童、干农事劳动、科学的常识常能、
医药卫生、艺术、学校杂务等。

二、定位学校课程目标，构建学生劳动教
育的课程体系

合川区凉亭子小学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启
发和指导下，以 “生活力教育”为学校文化主
题，以劳动实践为载体，建构劳动教育的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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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建构劳动课程开发建设与实施的评价
体系。

( 一) 准确定位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奠定学生成长的基础。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养成手脑并用
的好习惯，享用好习惯和人类思维创造力的益处;
培育学生基本的学习方法，养成一般的生活技能
和社会实践能力，了解现代科学与艺术的最新成
果，熟悉 1 ～ 2 门科学、艺术和生活的基本技能;
培育学生热爱生活、主动实践和互动交往的积极
态度; 关注欣赏身边生活、社会和自然的美，体
验现代科技与社会文明成果，提高适应未来社会
生活的意识和素养。

( 二) 科学建构生活力课程体系，把劳动教育
要素融汇贯穿于各学科之中

从生活力课程理念角度出发，在学校课程的
具体开展中，应融入劳动课程的共同要素以及个
性要素。共同要素体现劳动课程的基本价值，个
性要素体现劳动课程的学校特色。尤其要结合学
校实际，找准劳动课程开发切入点，把劳动教育
统筹整合在地方课程与部分国家课程中，特别是
个性化课程对应陶行知生活教育的 “23 常能”，
我们根据新时代新要求提出了 “新 23 常能”，适
应当下和未来教育。我校的课程体系统称为 “生
活力”课程，分别由 “齐步课程” “拓展课程”
“荣誉课程”三个类别组成。

“齐步课程”是由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构成的
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包括: “自学课程”，是
开阔学生视野、分层分类学习的社团及学科拓展
课程; “潜能课程”是提升个性品质，培养学生的
优势潜能的个性课程。国家课程 “道德与法治”
“综合实践课程”中我们充分挖掘劳动要素，利用
班级劳动和实践体验来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
自觉; “自觉课程”主要采用主题式、项目式和体
验式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比
如校园劳动篇中“自家自留地”，学生在自己班级
的劳动工地和廊道花盆、飘书台的盆栽等自己亲
自劳作，开展“春种”比赛，评选种植能手，养
护能手等; “荣誉课程”是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生活经验出发，从领事课程、责任课程、创造课
程和策略课程四个领域进行开发建设，培养学生
在劳动中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探究精神。

( 三) 建立合作共建的课程评价机制
基于劳动教育的 “生活力课程”教学目标，

要思考如何整合多元评价、多维评价、过程性评
价、发展性评价、成长性评价等科学评价方式，
形成一种促进合作学习以及劳动共建为特色的生
活力课程评价体系。在评价的过程中，我们着重
从多个角度出发，强调评价主体多元化，并且采
用评价方法多样，积极探索新的评价体系与制度，
从课程开发水平、课程实施质量、学生课堂表现、
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学习成长等多个角度进行
评价。

三、手脑相长，积极拓展劳动教育课程资
源，搭建师生劳动实践平台

新时代背景下，为了使劳动教育在校园中生
根发芽，凉亭子小学积极拓展劳动教育的课程资
源，构建师生劳动实践平台，目前学校劳动课程
分为三个篇章: 校园劳动篇、家庭劳动篇、社会
劳动篇。
( 一) 校园劳动篇

课程名称为“劳动最光荣”———争做每日劳
动小能手; “勤劳动、有担当”———班级劳动教育
主题队会课; “节节高”———劳动种植课程。课程
形式为每日下午放学，每周二下午大扫除的劳动
教育，实践做班级、校园清洁。 ( 自编劳动儿歌，
跟随儿歌一起劳动) 。坚持每月一次劳动队会教育
课。比如，每年在 “3·12 植树节”这一天举行
“节节高”劳动种植节点课程，学生带着种子、铲
子、水壶等小工具与家人一起种下植物。课程内
容为每日劳动，教育目的在于使孩子们拥有幸福
生活的能力，这与凉小为孩子们终身幸福奠定基
础的“生活力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班级劳动让
学生人人参与，即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理安排
值日，负责打扫卫生、摆放物品、清理讲台讲桌、
维护保养绿色植物，以及定期擦洗教师玻璃，清
洗教师地板等。在课程效果方面，学生每天放学
时收拾书包、对齐桌椅、分区劳动、洁具摆放等
环节步骤整合，用朗朗上口的儿歌激发他们的劳
动热情，成长为 “会整理、会自理、会种植”的
三会劳动小能手。
( 二) 家庭劳动篇

课程名称为 “劳动最美丽”———争做居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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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够纠错。如 “引吭高歌”中的 “吭”，因为
要用 “口”说，所以必须是口字旁的 “吭”。其
三，利用形旁区分混淆。有些字读音类似或相同，
并且容易混淆，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形旁来区分。
例如“清”“请”“蜻”“情”“晴”等，与水相
关的为“清”，礼貌语言为 “请”，飞的蜻蜓是昆
虫为“蜻”，于心有关则为 “情”，与太阳有关则
为“晴”。
( 二) 字义教学

一是，参照分析。形声字是 “半音半义”的
合体，形旁表字义，根据形旁可以推出大致含义，
如“贝”偏旁大部分与钱有关; “氵”偏旁大多
与水有关; “虫”大部分与昆虫有关。尽管一般形
旁只表示“类别”意义，但对于进一步了解字的
具体意义有巨大的帮助作用，再联系到读音，具
体意义则逐渐清晰。二是，对比比较。有些形声
字，形旁类似但不同，然而现实中学生容易混淆，
这就需要对比比较。如例如 “悼” “掉”二字，

竖心旁做形旁表示与心理活动有关，“悼”表示哀
伤哀念之意; 提手旁做形旁表示与手的动作有关。

总之，根据汉字文字创造及演变规律进行识
字，可以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提升教学的识字
效果。作为教师，教给学生一些简单的、实用的
识字方法，学生就可以将其作为识字工具，自己
主动去识字，从而提升识字数量，最终提升阅读
和写作能力。识字，是语文教学的基础，也是教
学活动开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在识字过程中，对
于一些容易记错，容易混淆的字，要特别进行讲
解分析，提高识字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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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小达人。本课程结合一些节点具有仪式感地开
展。如“三八妇女节” “六一儿童节”等。课程
形式为书包整理、房间整理、厨房实践、穿衣洗
衣、花草打理等篇目。课程内容为分年级分主题
每月学会一项生活劳动技能，培养学生自理能力
和劳动习惯。在课程效果方面，同学们主动学习
整理技能，分担家务劳动，快乐地做着不同类别
的家务。
( 三) 社会劳动实践篇

课程名称为劳动最伟大———争做文明劳动实
践者。课程形式为公益活动和简单的生产劳动，
将公益与劳动教育合理融合起来。课程内容为践
行劳动实践课程内容，形成班级劳动教育课程。
在课程效果方面，培养劳动意识，发展劳动技能，
也促进家长和学生亲子关系进一步深厚。

总之，学校实践陶行知劳动教育理念，科学

合理建构开发劳动教育课程，推动学生劳动实
践，形成劳动意识，掌握劳动技巧，在劳动过程
中让学生体验劳动的辛苦与快乐。“奋斗者是精
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
的人”。在学校教育中，传承生活教育特色，拓
展劳动教学模式，让孩子在劳动中体验生活，在
生活中感悟劳动，从而实现身心健康发展，发扬
劳动奋斗精神，成长为中国未来合格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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