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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学科中劳动教育渗透的文本分析与应用
——基于“部编”小学语文教科书 *

陈明霞 a，陈雪瑞 b�
（福建师范大学 a. 教育学部；b. 音乐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摘� 要：语文学科是促进五育融合、加强劳动教育的重要学科。以劳动教育的“三种类型三个维度”

审视小学语文教科书，无论是选文数量与分布，还是内容选取与目标设计，都充分体现了丰富的劳动教育

元素与意蕴，呈现出思想性、人文性、生活性和时代性特征，贯穿了劳动教育的价值目标，为发挥语文学

科在劳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提供了基本遵循的原则。要充分用好教材，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好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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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指的是我国 2016—2019 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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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要求：

“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2] 语文

学科作为一门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是价值承载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劳动教

育有着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因此，论文以小

学语文教科书为切入点，分析教科书中所蕴含

的劳动教育素材、内容特点、内容分布、呈现

方式、目标维度等，有助于教师正确理解和应

用教材中的劳动教育线索进行学科融合，也有

助于教材更科学地修订。

一、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分析

维度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于小学阶段的劳

动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小学低年级要注重围绕

劳动意识的启蒙，让学生学习日常生活自理，

感知劳动乐趣，知道人人都要劳动。小学中高

年级要注重围绕卫生、劳动习惯养成，让学生

做好个人清洁卫生，主动分担家务，适当参加

校内外公益劳动，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体会

到劳动光荣，尊重普通劳动者，初步养成热爱

劳动、热爱生活的态度 [1]。也就是说，对于小

学生的劳动教育，主要是劳动意识、劳动习惯、

劳动态度、劳动精神、尊重劳动者和劳动成果

等的价值观教育。同时，教育部《纲要》要求，

劳动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

动和服务性劳动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三个方

面。这就为构建小学语文教科书渗透劳动教育

的分析维度提供了基本遵循的原则。因此，论

文依据小学阶段的劳动教育要求，从日常生活

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种类型，知识、

技能、价值观三个教育目标维度来构建分析框

架（见表 1、表 2）。

在具体分析时，主要依据课程内容的主旨

或中心思想来确定劳动教育内容类别和劳动教

育目标的某个维度，如果有多个劳动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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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并存，就择其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进行

分析编码。以部编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样

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数量分析法，对渗透劳

动教育内容分布、内容特点、呈现方式和劳动

教育目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渗透劳动教育的选文统

计分析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准确和深入，

对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渗透劳动教育内容统计的

篇目包括课文（含课文中的链接内容）、识字、

口语交际、语文园地（识字加油站、日积月累、

我爱阅读）、习作、快乐读书吧、综合性学习

板块中的所有内容。

（一）劳动教育选文的数量统计与分布

1. 数量统计。小学语文教科书中蕴含着丰

富的劳动教育资源。1-6 年级全套 12 册课本，

共 649 项篇目。其中，涉及劳动教育内容的共

有 119 篇（见表 3），占总篇数的 18.3%。

表 1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劳动类型的编码系统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日常生活劳动 个人卫生、学习生活用品收纳，家政劳动，教室校园卫生美化、关爱动植物活动等。

生产劳动 手工制作，农、工、商生产劳动，发明创造等。

服务性劳动 服务他人，公共事务、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等公益劳动。

表 2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劳动教育目标的编码系统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劳动知识 　　劳动工具知识、劳动方法知识、劳动对象知识

劳动技能
　　正确使用常见劳动工具，掌握基本的生活与劳动知识和技能，具备完成一定劳

动任务所需要的操作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劳动价值观

　　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观念；树立劳

动创造美好生活的观念；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

杜绝浪费、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树立服务意识；热爱自然、珍惜自然资源；

养成认真负责、持之以恒、精益求精、诚实守信的劳动态度和精神；初步的职业意识。

表 3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劳动教育选文统计

劳动
教育
类型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合计

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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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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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数

占
比

（%）

篇
数

占
比

（%）

篇
数

占
比

（%）

日常
生活
劳动

5 4.2 2 1.7 1 0.8 4 3.4 1 0.8 1 0.8 1 0.8 4 3.4 2 1.7 1 0.8 4 3.4 5 4.2 31 26.1

生产
劳动

9 7.6 4 3.4 5 4.2 8 6.7 3 2.5 8 6.7 2 1.7 5 4.2 4 3.4 7 5.9 2 1.7 3 2.5 60 50.4

服务
性劳

动
1 0.8 4 3.4 2 1.7 7 5.9 0 0 2 1.7 0 0 1 0.8 0 0 2 1.7 5 4.2 4 3.4 28 23.5

合计 15 12.6 10 8.5 8 6.7 19 16 4 3.3 11 9.2 3 2.5 10 8.4 6 5.1 10 8.4 11 9.3 12 10.1 1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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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段分布。劳动教育是系统工程，需

要日常化实践和课程化教育紧密结合，也需

要各门学科共同配合，贯穿整个学段。从统

计来看，劳动教育选文在小学各年级语文教

科书中均有分布，体现了教材编写的意图（见

图 1）。

图 1　劳动教育选文在各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分布

（二）劳动教育内容的类型占比情况分析

以 119 篇涉及劳动教育的选文作为内容深

度分析的对象，从表 3、图 2 可见，三种劳动

类型的教育内容在教科书中均有涉及。通过课

文的识字、阅读、口语交际、习作、综合性学习、

插图等板块合理穿插安排不同劳动类型的教育

内容，其中生产劳动类最多，占 50.4%（共 60

篇），且题材丰富。一是认识劳动工具、学习

劳动常识，如一年级（上）的插图拼音“斧子”、

六年级（下）的《两种用法》等；二是动手意

识与技能教育，通过口语交际、习作、综合性

学习巧妙引导学生参与手工制作、教室植物角

与图书角劳动、简单的农业劳动、花草树木种

植等环境绿化美化等的劳动意识，培养劳动习

惯和基本劳动技能，如三年级（上）的《我有

一个想法》、五年级（上）的《风向袋的制作》

等；三是价值观教育，通过阅读来了解农民、

工人、医生、画家、科学家、探险家等的体力

劳动、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理解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创造财富的价值与意义，培养尊重

劳动与劳动者、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珍惜劳

动成果等的思想感情，如二年级（下）的《蜘

蛛开店》《李时珍》、四年级（下）的《乡下

人家》《做芦花鞋》等。日常生活劳动占比次之，

占 26.1%（共 31 篇）。主要内容包括：一是

个人生活自理意识、知识与技能教导，如一年

级（上）的《大还是小》、一年级（下）的《卫

生间》等；二是家务劳动观念与习惯、珍惜食

物意识教导，如二年级（下）的《中国美食》《千

人糕》、四年级（下）的《我学会了——》等；

三是集体生活劳动纪律教育，如三年级（上）

的《一块奶酪》；四是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教育，

如成语“俭以养德、戒奢以俭”。服务性劳动

最少，占 23.5%（共 28 篇）。主要是服务他人、

关爱动植物、志愿服务和公益劳动的意识、态

度和责任感教导，如一年级上的《拔萝卜》、

二年级（上）的《风娃娃》、三年级（下）的

《我的植物朋友》等。 

年级

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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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中，劳动类

型齐全。通过各种题材、体裁的劳动教育材料，

结合生活情境，有意识地对儿童进行劳动意识、

态度、习惯、情感、知识技能的教导，树立其

正确的劳动观念，影响其劳动情感与行为。

（三）劳动教育的目标分布分析

劳动教育的目标分布情况反映劳动教育渗

透是否符合语文学科特点与学生的身心特点，

是衡量选文适切度的重要指标。从表 4 可见，

三项劳动教育目标在教科书选文中均有体现，

但各项目标占比不同。其中，劳动价值观教育，

约占 79.8%；劳动技能训练，约占 13.4%；劳

动知识教育，约占 6.7%。这样的目标分布符

合语文学科的属性与优势，主要是在听说读写

中渗透劳动观念、意识与情感教导，也符合小

学阶段的年龄特点与要求。

图 2　三种劳动类型的教育内容在教科书中的比重

表 4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劳动教育的目标分布统计

劳动
教育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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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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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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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篇
数

占
比

（%）

篇
数

占
比

（%）

篇
数

占
比

（%）

劳动
知识

3 2.5 2 1.7 1 0.8 1 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8 8 6.7

劳动
技能

3 2.5 0 0 2 1.7 1 0.8 0 0 3 2.5 0 0 2 1.7 1 0.8 0 0 3 2.5 1 0.8 16 13.4

劳动
价值

观
9 7.6 8 6.7 5 4.2 17 14.3 4 3.4 8 6.7 3 2.5 8 6.7 5 4.2 10 8.4 8 6.7 10 8.4 95 79.8

合计 15 10 8 19 4 11 3 10 6 10 11 12 119 100

三、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内容特

点与呈现方式

（一）选文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

一是丰富的思想性。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涉

及的劳动教育内容，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充分

体现了价值观的渗透。如，一年级（上）《小

白兔和小灰兔》、一年级（下）《动物儿歌》，

体现了劳动致富、劳动创造生活的思想；一年

级（上）《悯农（其二）》等，倡导尊重普通

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二年级（上）《朱德

的扁担》、三年级（上）《一块奶酪》，体现

了人人要劳动、劳动不分贵贱、以身作则、团

劳动类型

占
比

（
%

）



陈明霞，等：小学语文学科中劳动教育渗透的文本分析与应用第 39 卷第 4 期 399

结协作的意识；二年级（上）《田家四季歌》

体现了农民劳动的辛苦与喜乐，《大禹治水》

提倡牺牲奉献精神；一年级（下）《吃水不忘

挖井人》引导儿童要懂得感恩；三年级（下）

《我不能失信》、四年级（下）《做芦花鞋》

《挑山工》，赞扬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持之

以恒的劳动品质；二年级（上）《鲁班造锯》、

三年级（下）《建造赵州桥》，展现了劳动人

民的智慧与伟大；三年级（下）《纸的发明》、

四年级（上）《呼风唤雨的世纪》《蝙蝠和雷

达》、四年级（下）《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

彰显了发明创造让生活更美好、社会更进步；

三年级（上）《手术台就是阵地》、五年级（下）

《刷子李》、六年级（上）《三黑和土地》，

歌颂了认真细致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六年

级（下）《鲁滨逊漂流记》《詹天佑修铁路》，

弘扬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攻坚克难精神；六

年级（下）《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歌

颂富有探究、敢于挑战的品质等；二年级（下）

《邓小平爷爷植树》《开满鲜花的小路》，让

学生了解绿化、美化环境的重要性，提倡参加

公益劳动，认识保护、爱护自然环境人人有责。

二是鲜活的生活性。语文教材的优势在于，

选文能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听说读写及其

实践活动中注重生活性，与学生生活、经验紧

密联系，让学生爱读、爱听、爱说、爱做，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其主动性，真正达

到对其劳动思想、精神的培育。这个优势在小

学语文教科书选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如，一年

级（上）《小书包》、一年级（下）《卫生间》

《文具的家》等，学习用品整理收纳等日常生

活劳动习惯的养成；一年级（下）《小兔运南

瓜》、六年级（下）《两种用法》，体现生活

处处有知识，强调不仅要学会体力劳动，还要

动手又动脑，做个全面发展的人；五年级（下）

《祖父的园子》体现体力劳动也有技术含量，

不能轻视普通劳动者；一年级（下）《胖乎乎

的小手》、三年级（下）的综合性学习：做月

饼、包粽子、写春联，四年级（下）的习作《洗

碗》、六年级（下）的习作《我的心愿》等，

引导学生体贴家人、主动分担家务劳动、参加

志愿者服务等，培养热爱劳动，养成服务奉献

意识。二年级（下）《千人糕》了解食物是许

多人辛苦劳动的结晶，要珍惜、不浪费。这些

选文内容以学生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是日常生

活耳熟能详的生活场景，易于被学生理解和感

同身受。

三是浓厚的人文性。“教材是民族文化的

依托，为养成‘时代新人’提供了文化底色”[3]。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劳动教育选文，扎根于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素材，体现了厚重的人

文性。如，一年级上“日积月累”的“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其二）》）；

二年级（下）的“冠必正，纽必结�”（《弟

子规》）；二年级（下）、五年级（上）“日

积月累”中的家训：“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平时肯帮人，急时有人帮。与其锦上添花，不

如雪中送炭。”“俭以养德、戒奢以俭。由俭

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四年级（下）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清平

乐·村居》）；五年级（下 ）“昼出耕耘夜

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四时田园杂兴·其

三十一》），等等，都是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来体现劳动教育的民族性、人文性。选文中

还安排了剪窗花、写春联、做月饼、腊八粥等

传统文化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勤俭朴实、热

爱劳动、热爱生活、吃苦耐劳、心灵手巧的优

良品质。

四是鲜明的时代性。劳动教育选文中既有

古代选文，如《清平乐·村居》《建造赵州桥》

《鲁班造锯》等，也有现代选文，如《蝙蝠和

雷达》《呼风唤雨的世纪》《我不能失信》《我

的暑假生活》等，体现具有现代气息的发明创

造、劳动场景、人物形态等，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贴近学生今天的生活境遇，易于学生理

解与认同。

（二）选文呈现图文并茂、动静结合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劳动教育内容的呈现方

式，针对小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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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结合，动静搭配来科学设计，可以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从统计结果看，涉及劳动教育的

119 篇选文中，纯文字的 71 篇，占 60.2%。

虽然这些内容以歌谣、故事、童话、古诗词、

日记、科普说明文等体裁呈现，但依然与现实

生活和场景结合紧密，将劳动的知识、技能、

价值观渗透其中，以情感人，寓理于情，情理

结合，易于学生接受。图文结合的 27 篇，占

22.9%。这些选文中的插图，结合课文内容精

心设计，具有形象生动、色彩丰富、富有生活

情趣的特点。它不仅能帮助小学生理解课文的

知识、情节、情感、价值观，还能吸引学生注

意力、激发想象力，提升阅读兴趣与审美情趣。

动手操作的 20 篇，占 16.9%。充分发挥小学

生爱表现、爱动手的特点，将口语交际、习作

等语言文字表达与综合学习形式相结合，引导

学生积极参加实际劳动、关爱他人、参加志愿

活动等，与同学交流和分享劳动心得、劳动本

领，做到动静结合、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将热

爱劳动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动之中。

四、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渗透劳动教育尚可优化

之处

从以上分析得出，劳动教育选文在小学语

文教科书中有一定分量，内容丰富，类型齐全，

劳动教育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思想性、鲜活的生

活性、人文性、时代性，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

同时，劳动教育目标明确，维度齐全，又有侧

重点，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也符合小

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但是，一些不足之处依

然需要重视和改进。

一是劳动教育选文在各年级分布还不够

均衡。从图 1 可以看出，劳动教育选文分布显

示了年级间的不均衡现象，一、二、六年级分

布较多，三、四、五年级较少。低年级最高，

中年级最少，高年级又回升，呈现两端高，中

间低的分布状态。劳动教育要从小抓起，且要

持续渗透。教科书中，劳动教育的选文集中在

低、高年级，中年级比较薄弱。而在小学阶段，

三四五年级是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价值

观影响的最好时期。如果从低年级的选文中均

衡一些给中高年级，会更有利于巩固劳动教育

渗透的影响效果。

二是不同劳动类型的教育内容分布还不够

合理。从图 3 中可见，三种劳动类型的教育内

容在低年级都是最高的，在中年级都是最低的。

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可以做出进一步优

化。低年级可以在听说读写中侧重于日常生活

劳动教育，培养孩子生活自理意识与生活常识，

中高年级可以侧重于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教

育，目的在于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与服务劳动意

图 3　三种劳动类型的教育内容在各年级的区间分布

占
比

（
%

）

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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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价值观渗透。

三是各类劳动教育选文在各年级上下册分

布还不均衡。从表 3 统计可以看出，一年级（上）

15 篇，一年级（下）10 篇；二年级（上）8 篇，

二年级（下）19 篇；三年级（上）4 篇，三年

级（下）11 篇；四年级（上）3 篇，四年级（下）

10 篇；五年级（上）6 篇，五年级（下）10 篇，

仅六年级上下册较为均衡。若能整体统筹布局，

做到均衡分布将更加合理，有助于劳动教育渗

透的持续发力。

五、小学语文学科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策略

（一）充分用好文本，以“文”化人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

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因此，应该重视

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

用” [4]。语文课文中有丰富的劳动教育素材，

或显性或隐性，蕴含着深刻的劳动教育价值，

教师要加强研究，读懂、学透。虽然语文教学

中的“劳动教育”，不是劳动技能的专门教导，

但是，语言是开启知识之门、思想之门、情感

之门的钥匙，在语言文字的学习活动中可以去

认识劳动、体悟劳动、欣赏劳动，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念、体会劳动情感、理解劳动价值、珍

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这是语文学科的

优势所在。语文教师要有劳动教育的自觉性、

主动性，对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教导。通过识字

“擦桌子”“扫地”“卫生间”等来了解劳动

的基本常识，培养生活自理意识；通过儿歌

《上学歌》等向学生传递家国情怀、劳动意识；

通过古诗《悯农（其二）》《清平乐·村居》

等诗词向学生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苦与乐，

珍惜劳动成果；通过故事《小白兔和小灰兔》

《小兔运南瓜》《寒号鸟》《蟋蟀的住宅》等，

用正反两方面故事告诉学生懒惰的后果，了解

美好生活是靠勤劳创造出来的，让孩子们明白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人生道理；通过《鲁班

造锯》《赵州桥》《蔡伦造纸》《埃及的金字

塔》等向学生形象生动地展现古今中外灿烂的

文明成果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激发学生发

明创造的意识与激情。

（二）借助插图，理解劳动价值

教师对教材设计目的的敏锐感知与使用，

直接影响教材价值的发挥。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有丰富的插图，是一种文字信息与图形兼容并

行的视觉表达方式，能帮助课文直观传递信息，

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之一 [5]。教师要根据

小学生特点，通过插图画面，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中渗透的劳动教育内涵。

如二年级（上）《田家四季歌》的几幅插图，

展现了“花开草长蝴蝶飞”的春天画面、披星

戴月忙碌的夏季场景、金灿灿稻谷飘香的秋收

场面，指导学生观察感受诗情画意的乡村生活，

体会劳动人民热爱生活、辛勤劳动的情感。语

文教学要通过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图文并行，

解读劳动的美好和意义，让学生形成向往劳动、

期待劳动的心理预期。

（三）结合生活实践，将学科任务与劳动

教育相互贯通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通过有汗水，

有老茧和疲乏人的劳动，人的心灵才会变得敏

感、温柔。通过劳动，人才具有用心灵去认

识周围世界的能力。”[6] 叶圣陶老先生认为，

“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的学以致用”[7]。

语文教科书的劳动选文，不仅有丰富的生活劳

动故事，还精心设计了基于学生生活的综合性

学习环节来引导学生参加劳动实践，并通过口

语交际、写作等环节来表达实践体验，建构阅

读—实践—表达的串联形式，巧妙地从课堂学

习延伸到课外实践再回到课堂分享的闭合循环

回路。教师要善于领会教材的编写意图，运用

教材设计将语文的学科任务与劳动教育有机结

合起来，将观念价值教育与生活习行紧密联系

一起，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如《胖

乎乎的小手》，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小

手为家长做几件力所能及的事；《剪窗花》中“我

学奶奶剪窗花”、口语交际中《做手工》，要

求把学生自己做的手工带到学校来，告诉同学

们是怎么做的；《我的暑假生活》要求学生参

加农业劳动，体验劳动的辛苦与快乐，并分享

劳动心得；《我学会了》要求将洗碗、种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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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的事情的经历与体会跟同学分享，并把它

写下来；《我有一个想法》，通过教室植物角，

让学生把想法落实到实践，主动参与美化教室

环境行动，体会劳动的乐趣，并观察写作；综

合性学习环节不仅有设计学生参与包粽子、写

春联、做月饼等家务劳动，还有要求学生制作

纪念册以及策划毕业联欢会等的脑力劳动；通

过习作《种花》《志愿者》《我的拿手好戏》等，

将自己的真实劳动写下来。这些内容与环节的

设计，将语言文字的学习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劳

动有机结合，不仅加深学生对劳动的内在认知、

劳动情感的自主生发、劳动意义的价值认同、

劳动能力的提高，同时也丰富了语言表达的素

材，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使语文教

学目标与劳动教育目标皆得到有效实现。

（四）科学编排，提升教材育人效能

教材是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教材编排的

科学性与规范性对教育的效果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因此，要针对目前教材编排中存在的问

题作出进一步优化，依据学生的身心规律、年

龄特点进行整体布局，充分发挥育人效果。第

一，主题内容上进一步体现生活性。在选文时，

既要选择与学生日常生活相联系，又要符合年

龄特点，进一步彰显语文的生命和人文关怀；

第二，劳动教育要循序渐进，在各年级的选文

分布要更加周密。数量安排要考虑学年平衡、

上下册均衡，做到各年级相衔接、上下册“不

断篇”，类型选择要依据学生年龄特点有所侧

重、螺旋上升，既有针对性又有系统性，避免

产生错位、倒挂现象。

总而言之，发挥语文学科在劳动教育中的

天然优势，不仅教科书要科学编排，教师更要

充分挖掘文本的劳动教育意蕴，准确解读文本

内容与设计意图，科学设计教育环节、方式方

法，营造教育情境，发挥教育智慧，实现语文

学科在劳动教育中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

劳 动 教 育 的 意 见 [EB/OL]. （2020-3-20）[2020-

11-30].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03/27/

c_138922674.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EB/OL]. （2020-

7-7）[2020-11-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

jcj_kcjcgh/202007/t20200715_472808.html.

[3] 康晓伟 , 王刚 . 铸魂育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思想

遵循 [J]. 课程·教材·教法，2020(9):7-1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标准（2011 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乔思瑾 . 教科书插图创作研究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9):74-80.

[6] 杜作润 . 劳动教育：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J]. 

现代大学教育，2016(3):29-33.

[7]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M].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版社，1980:177.

� （下转第 409 页）



林雪卿：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精神：含义与培育价值第 39 卷第 4 期 409

Professionalism for Student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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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fessionalism is a kind of high level spirit, which is the teachers'faith, a powerful an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eachers to engage in, stick to, and dedicate to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also the soul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cultivation is a necessity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 

breakthrough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Thus,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is an urgent demand for the student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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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of Chinese is of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regard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grounding with a hard-working spirit. The primary 

school's Chinese textbooks ar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ce of the "three types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labor education. The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selected 

texts, content selection and target design fully reflect the rich labor education elements and connotations. 

Second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y, humanity, life and the times are presented. Thirdly, the value goal 

of labor education are run through. Lastly,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play the unique role of the Chinese subject 

in labor education are provided.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filtrate labor education in subject teaching.

Key words:�the subject of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s; textbooks; labor education; infil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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