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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明确要求，教师应减轻学生的学

业负担，提升教学效果，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学生

的综合发展能力［1］。小学劳动教育具有丰富的实

践内容，教师将该学科内容与语文教学相融合，可

以促进学科知识的相互融合，体现语文学科的普遍

适用性。教师通过整合学科间联系密切的知识，可

以拓宽学生的语文学习思路，帮助学生感受语文学

科的内涵，从而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热情。学科的

融合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对教师的知识存

储也有一定的要求，这就需要教师加强关于学科融

合的知识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自

身的运用能力，从而促进学科融合的合理化，同时

发挥学科融合的作用。

一、小学劳动教育与语文学科融合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小学语文教师将劳动教育与语文学科相融合，

可以为语文课堂教学注入新鲜元素，促进语文课堂

教学的优化，为拓展学生的思维提供更加宽广的平

台。这样可以使学生的思维不仅局限于教材内容，

还可以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延伸，使学生在扎

实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灵活运用各种学习技

能，进而拓展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二）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

学科知识的融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为

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能够体会语文知识对自身今后发展的重要

意义，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

性。学科间知识的融合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可

以促进学生积极探索不同学科的知识，并提升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这样既能发挥教师的教学潜力，

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随着现代化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化，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已经是各学科教师的主要教学任务，促进学

科之间的知识融合，也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2］，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观念和创新能力。

另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运用学科通用知

识，分析不同学科的知识内容和知识层次，有利于

提升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形成完整的

学科知识体系，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双减”背景下小学劳动教育与语文学科
融合实践研究

蒋培玉

摘　要：小学劳动教育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实质性作用。该学科的教学目标旨在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对“双减”政策的落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梳理教材内容，确定融合目标；融合教材内容，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融入劳动方法，培养学

生的阅读技巧；融入劳动体验，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创设劳动情境，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拓展劳动实践，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关键词：双减；小学；劳动教育；语文教学

作者简介：蒋培玉（1992—），女，江苏省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小学。

DOI:10.14161/j.cnki.qzdk.2024.06.039



-024-

2024

年
第6

期
(
总
第382

期
)

理论
探索

二、“双减”背景下小学劳动教育与语文学科
融合的策略

（一）梳理教材内容，确定融合目标

在“双减”背景下，将小学劳动教育与语文学

科相融合，需要教师梳理教材内容，并寻找相互联

系比较紧密的知识点。另外，通过梳理教材内容，

可以帮助教师确定融合目标，并设计合理的教学内

容，使融合的教学内容既能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

又能使学生掌握语文的阅读方法，从而促进学生语

文学习效率的提升。

例如，笔者对苏教版小学六年级上册劳动教材

进行内容梳理后，发现教材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烹饪制作、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等方面，其中

各单元的教学目标都是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独立

思考能力、实际动手能力等，这与语文教学目标有

相同之处。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既可以将

劳动教育中所蕴含的学科精神融入语文教学当中，

又可以将其教学内容与语文学科相融合。比如，植

物的培育技术、食物的采购过程，以及简易电动机

的制作过程等，可以与语文的阅读方法相结合。教

师通过对教材内容进行梳理，确定学科融合的整体

目标和分目标，可以促进学科融合在语文教学中发

挥其重要的作用。

（二）融合教材内容，培养阅读能力

在开展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教师可以基于“双

减”政策，将劳动教育中的内容融合到语文教学中。

通过对劳动教育内容的讲解，或是结合具体的劳动

教育场景，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培养学生的阅

读能力。

例如，在讲解《夏天里的成长》时，为了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笔者将其与苏教版小学劳动教材

中的《食谱设计与食材采购》相结合。在授课前，

笔者引导学生思考做饭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是什

么。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很轻松地回答问题，

即需要对食谱进行设计，对食材进行采购，这是做

饭的关键环节。笔者继续提出问题：“食谱设计

相对简单些，但是食材的采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呢？”学生经过思考后，确定食材的采购需要考虑

食材的价格、食材的新鲜度，在挑选食材时应注意

食材的颜色、气味等；对于预包装食材，应注意包

装上面的有机食品标识等。学生交流分享后，笔者

引出文章阅读方面的问题：“做饭的过程需要一系

列的环节，那么我们阅读课文也是一样，需要注意

什么环节呢？”笔者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并鼓励学

生积极地回答问题。学生回答完毕后，笔者给予补

充，并解释阅读需要讲究方法，注重阅读的过程：阅

读过程分为泛读和精读，泛读就好比做饭前的食谱

设计，精读就好比食材的采购过程；泛读可以确定

文章的主旨，精读是为了体会文章的写作手法、词

语运用技巧；等等。

从《夏天里的成长》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

作者的写作内容是关于夏天的，但是如果想要快速

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情感表达，需要采取泛读

的阅读方法。笔者鼓励学生泛读全文，并从中寻找

答案，学生通过泛读可以确定文中主要写了夏天的

植物、动物、铁轨、人的成长等。文中通过一系列

的“成长”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抓住机会、努力

学习，从而促进自身的成长。笔者继续提出问题：“文

中哪些语言体现了夏天万物成长的速度呢？”笔者

鼓励学生精读全文，并从中寻找答案。学生通过精

读全文，确定文中运用形容词“迅速”“飞快的”“跳

跃的”“看得见的”等来体现夏天万物成长的速度

之快。同时，笔者要求学生体会文章结尾处作者的

引申对文章中心的呼应作用。通过将劳动学科与语

文教学相融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且

可以使学生懂得阅读方法对语文学习的重要性，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

（三）融入劳动方法，培养阅读技巧

在苏教版小学六年级上册劳动教材中，涉及烹

饪的技巧、植物的培养技术等内容。教师将其中的方

法融入语文阅读教学中，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

理解文本内容，掌握阅读文本的技巧，还可以培养学

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提升学生思维的深度。

例如，在讲解《穷人》时，在授课前，笔者以

苏教版小学劳动教材中的《土培吊兰》为课前导入，

提出问题：“同学们学了培养吊兰的劳动课程，那

么培养吊兰的关键步骤是什么？”学生踊跃回答，

总结了培养吊兰的关键步骤：第一，需要了解吊兰

的生长环境和特点；第二，需要掌握吊兰的种植方

法；第三，需要掌握吊兰的养护技巧。学生回答完

毕后，笔者给予肯定。

笔者通过引入土培吊兰的内容，既巩固了学生

的劳动教育知识，又激发了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兴趣。

笔者继续提出问题：“既然培养植物需要技巧，那

么我们阅读课文有没有技巧可循呢？”从而引出小

说的三要素：人物、环境、情节。“我们阅读小说

就好比学习吊兰的种植和养护的全过程。学会对小

说三要素的分析，也就是对文章的整体描写，以及

作者的情感表达有了深刻认识。”笔者要求学生快

速阅读全文，并对文中体现小说三要素的内容进行

概述。

学生通过快速阅读全文，对文中的三要素有了

认识，学生积极回答完毕后，笔者引导学生一起分

析文中的环境描写。文中通过对桑娜家环境的描写

体现桑娜家的贫穷，如丈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风

去捕鱼；桑娜从早到晚都在干活，却只能勉强填饱

肚子；孩子们光着脚在地上跑，吃的只有黑面包，



-025-

2024

年
第6

期
(
总
第382

期
)

理论
探索

菜只有鱼等。笔者继续讲解，这样的环境描写不但

揭示了桑娜家的贫穷，更能衬托出桑娜和丈夫的善

良、淳朴，从而展现他们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通

过融入劳动方法，引导学生分析小说的三要素，可

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技巧，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率。

（四）融入劳动体验，提升写作能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是教师教学的重点之一。教师在劳动教育与语文学

科相融合的教学过程中，应将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纳入教学计划。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参与劳动教育

的感受记录下来，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劳动技术知

识的认知，又能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例如，在讲解《七律·长征》时，教师可以对

其中的点面结合手法进行讲解，如诗的前两句是对

整首诗的概括，介绍红军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并在长征的路途中越过了万水千山；诗的后五句是

描绘红军长征艰难的五幅“长征图”，如腾越五岭、

疾跨乌蒙、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喜踏岷山雪，

这五幅“长征图”是对诗中前两句的具体阐述。教

师讲解完后，可以布置与劳动体验相关的作文，如

根据劳动教育中植物种植的体验或者烹饪的体验，

结合点面结合的手法进行写作练习。这样既可以丰

富作业的内容，又能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五）创设劳动情境，培养表达能力

语文学科内容既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与

生活具有密切的关联［2］。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时，

教师可以“双减”要求为中心，以学科内容为基础，

创设适合学生语文学习的劳动情境，从而使学生能

够在实际生活情景中深刻体会文本内容，并且激发

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另外，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既能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激发学生的劳

动热情。

例如，在讲解《三黑和土地》时，教师可以要

求学生试着阅读文中内容，并深刻理解文中三黑对

土地的热爱。同时，教师可以在教室中创设劳动情

境，设计一块“土地”，要求学生运用情景再现的

方式，对文中三黑的种地动作进行表演，并且可以

适当地加入自己的语言，使三黑对土地的热爱得到

更好的展现。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组织关于本次

表演的比赛活动，结合学生的表演动作、人物语言

设计等内容进行综合评比，评比优秀的学生可以获

得奖励。教师通过创设劳动情境，可以使学生深刻

理解文中作者的情感表达，并感受作者的写作手法

和写作技巧的精妙之处。学生在表演过程中，通过

对文中人物的理解进行人物语言的创作，在培养了

表达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同时，又培养了想象力

和创造力。

（六）拓展劳动实践，提升语文素养

“双减”政策为小学语文教学指明了教学方向，

对教师的教学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以“双

减”政策为导向，以学科融合的理论为基础，促进

语文教学的创新［3］。教师可以结合劳动教育中的

内容，对语文教学进行拓展。从而使学生走出课堂、

走进生活，在生活实践中感受语文知识的魅力。这

样一来，学生在快乐的学习氛围中，既学习了语文

知识，又掌握了语文学习技巧，同时也为写作积累

大量的生活素材，在拓宽学生思维的同时，提升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例如，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教师可以在

授课完毕后，布置与观察相关的作业。比如，可以

要求到大自然中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并将其记录

下来，写出自己的感受；也可以要求学生亲自养一

条小鱼，观察鱼每天成长的过程，并将观察的内容

和自身的感受相结合，写一篇与成长有关的作文。

另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社会公益岗位实践，体

会帮助他人的乐趣，或者到农田、生产企业之中参

与劳动，感受劳动的艰辛与快乐。这样既可以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同时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进而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三、总结
总而言之，整合劳动教育知识，并将其运用到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可以发挥学科知识的相互作

用，促进“双减”政策的落实，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

能够为学生今后的发展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这需

要语文教师深入研究语文教学内容，并能够分析语

文教学中可以拓展和延伸的知识，结合学生的理解

能力和自身的教学进度，将学科间的知识进行有效

的融合，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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