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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体 系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对培养德智体 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具有重要的 意义 。 因 此 ，在一定条件下 ，教师 可 以 将 劳动教育 与 小 学语文教学 内 容相融合 ， 助 力 学 生构建正确

的 劳动观 ， 培养学 生积极进取的 劳动精神 ， 塑造可贵 的 劳动 品质 ， 从而 形 成一 定 的 劳动 能 力 ， 促进学 生 的 全 面发

展 。 本文对 劳动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的 重要性 ， 以及劳动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的途径进行 了 分析与 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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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施劳动教育是促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必要

途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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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提出 ，将劳动纳人人才培

养全过程 ，贯穿家庭 、学校 、社会各方面 。 劳动教育

融人小学语文教学中 ，需借助语文教材 中蕴含的丰

富的劳动教育素材 ，助力学生构建正确 的劳动观 ，培

养其积极进取 的劳动精神 ， 进而提高学生 的劳动

素养 。

一

、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教学融合的重要性

随着课程标准的不断完善 ， 劳动教育在小学教

学中 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实施劳动教育的重

要 目 的是让学生具有幸福生活 的能力 。 因而 ， 引导

学生从小进行劳动实践活动 ， 不但能让学生养成吃

苦耐劳的好品质 ，还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

价值观 。 语文学科由于 自身的特点已逐渐成为与劳

动教育相融合的重要学科 。 教师在教学 中 ， 应当将

劳动教有和语文课程紧密结合起来 ， 让学生从小树

立强烈的劳动意ｉＲ ， 培养劳动精神和热爱劳动 的思

想 ，并能主动积极地参与各种劳动实践 ，通过劳动健

全 自身 ，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 。 所以 ，将劳动教育与

小学语文教学有效融合 ， 对学生 自 身的全面发展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二 、劳动教育与小学语文教学融合的途径

（

一

）深人挖掘教材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高尔基说 ：

“

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

事情的源泉 。

”

对于小学生而言 ，通过劳动教育 ，可以

从小树立刻苦学习 的精神和劳动意识 ，懂得
“
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
”

的道理 。 因此 ，语文教师应当挖掘出语

文教材中和劳动教育相关的 内容 ， 找到二者最佳的

契合点 ，进而使二者得到有效融合 ， 以便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 形成热爱劳

动的意识 。

例如 ，在学习 《千人糕 》时 ，通过文中爸爸和孩子

之间 的对话 ，学生领会到生活 中 的劳动成果来之不

易 ，均要经过很多劳动者参与才能完成 ，缺少哪个环

节都不可以完成 。 其教育学生要爱惜和尊重别人的

劳动成果 ，任何一样东西的制作都需要成千上万人

的合作 ， 只有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

美好 。 再联系生活实际 ， 让学生举例说明生活 中还

有哪些和
“

千人糕
”

类似的劳动成果 。 课堂上学生津

津乐道 ，列举出 了千人桌 、千人书 、千人饼……这样

就达成了教学 目标 ， 既让学生树立 了勤俭节约的意

识 ， 又培养了他们热爱劳动的 良好品质 。

教学 《 田家四季歌 》时 ， 通过对儿歌多种方式的

朗读 ，学生了解了农民一年的农事活动 ，理解了人们

劳动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 ， 学习 了农民辛勤劳作的

奉献精神 。 因为班里学生多是农村孩子 ，他们 的爷

爷奶奶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所 以学生经常看到爷

爷奶奶在 田里
“

面朝黄土背朝天
”

的场景 ， 更能体会

农民
“

日 出而作 ， 日 落而息
”

的艰辛和不易 。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当深入挖掘教材 ，将劳动

教育和语文教学紧密结合 ，对学生加以引导 ，使其在

日 常生活中不断了解不同职业的艰辛 ，从而认识到

劳动精神的真正意义 ， 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培养 自 身

的劳动观念 。 有了这种思想观念 ，学生才能够深深

体会到
“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

的 内涵 。

（二 ）拓宽阅读途径 ，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 ，除了课内阅读 ，教师在课外

阅读中也要渗透劳动教育 ， 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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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关的书籍或一些赞美劳动 的文章等 ， 让他们从

不断地阅读中认识劳动 ， 了解和尊重劳动 ，进而体验

劳动 。

教师可以 向低年级学生推荐阅读劳动类绘本 ，

比如 《朱家故事 》 ， 在家可 以亲子共读 。 通过阅读让

学生了解到 《朱家故事 》中的妈妈是家庭生活的支撑

者与引领者 ，每天都忙碌地围在孩子和丈夫的身边 ，

此时的妈妈很是疲惫 ， 面对妈妈爱的辛勤付出 ，孩子

和丈夫却熟视无睹 ，早已 习惯了 ，没有关注到这份爱

所蕴含的付出 。 学生读完后 ，教师要及时进行阅读

交流活动 ，让学生在课堂上和大家分享 自 己 的读后

感 ，懂得家庭 的和睦需要彼此看见 、 相互尊重和理

解 ，要体谅妈妈的艰辛 ，

一起分担家务劳动 ， 学会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

教师还可以 向 中高年级学生推荐阅读劳动类古

诗 ，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 《插秧歌 》 。 该诗生动地描

绘了江南农户全家总动员插秧的情景 ，让学生在反

复阅读和理解中体会农民辛勤劳作的艰辛 ， 培养吃

苦耐劳的劳动精神 。

除此之外 ，教师要让学生养成 良好的摘抄习惯 ，

遇到精美的语句或 自 己喜欢的段落摘录下来 。 从三

年级起 ，我就让学生准备一本厚厚的积累本 ，让学生

在课外阅读过程中摘抄好词好句 ，在 日 积月 累 中体

会到劳动的意义和重要性 ， 进而培养学生的劳动意

识 。 在 口语交际课上 ， 教师还需积极鼓励学生和大

家分享 自 己在阅读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劳动知识 。

（三 ） 利用写作渗透劳动教育 ， 养成 良好劳动

习惯

写作是小学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在写

作教学中利用写作素材充分渗透劳动教育 ， 能从情

感层面引起班级学生的共鸣 ，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 ，

培养其劳动 习惯 。 教师可以利用专门的写作课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劳动意识 。 比如在教学 习作课 《我学

会了 》时 ，让学生主动帮助家长做一些家务 ， 如洗衣

服 、整理房间 、叠被子等 ， 在劳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

意义 ，帮助学生领会劳动和幸福的关系 ： 只有付出劳

动 ，才会收获幸福 。 学生亲 自参与劳动 ，其写出来的

作文就比较真实生动 ，且具有真情实感 。

此外 ，教师也可 以利用所学的课文 内容和核心

价值观 ， 引导学生结合 自 己 的生活实际进行仿写 。

例如 ，教学 《邓小平爷爷植树 》这篇课文 ，要让学生体

会到邓小平爷爷作为国家领导人还依然抽空认真植

树的劳动态度 ，从而了解植树的意义 。 课后再让学

１ ２

生仿照课文进行写话训练 ： 大扫除劳动 。 我校每个

周五中午是全校学生大扫除的时间 ， 这天 中午班级

每名学生都积极参与劳动 ， 有 的在洒水 ， 有 的在扫

地 ，有的爬上窗台擦玻璃 ，有的拿簸箕去倒垃圾……

虽然他们满头大汗 ， 但是个个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

悦 ，这就是真实的写作素材 。 让学生结合《邓小平爷

爷植树 》这篇课文的写作手法 ，将 自 己 的所见所闻所

感记录下来 ，让学生懂得劳动的过程是艰辛的 ，但劳

动的结果也是幸福喜悦的 。 教师可以在每年的 ３ 月

１ ２ 日植树节这天 ， 带着学生去郊外植树 ， 让他们体

验植树的过程 。 回来后 ， 以
“

植树
”

为主题进行写作

训练 。 通过劳动而得到写作的素材 ， 可 以使学生既

能体验劳动的感受 ，又能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增长 。

（ 四 ）参加劳动实践 ，形成必备的劳动能力

１ ． 借助学校资源 ，参加生产劳动

在小学阶段学习 的文章中 ，有很多是描写古代

人务农的场景 ，如 《 四时 田 园杂兴 》 （其三十一 ）这首

古诗描写的是夏 日农村农忙时期 ，农民辛勤劳作的

普通生活画面 。 所以在学习这类古诗的时候 ， 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学农的劳动实践活动 。

我校综合楼后面是一片菜地 ，是学生体验农活

的基地 。 学农活动第一阶段是要准备一片肥沃的土

地 。 于是 ，我带领学生从除草翻土开始实践 。 那天

晌午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 ，学生们在菜地里忙得

不亦乐乎 ，有的拔草 ， 有的翻土 ， 有的负责收拾 。 但

是这些学生在家中
“

饭来张 口 ，衣来伸手
”

惯了 ，没过

多久就有学生开始懒散了 ，在一边玩了起来 。 这时 ，

我便大声吟诵起来
“

锄禾 日 当午 ，汗滴禾下土 。

”

那些

贪玩的学生不禁面红耳赤 ， 立刻又悄悄 回到 自 己 的

岗位忙活了起来 。 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 ， 虽然汗流

浃背 ，但是他们收获了劳动的喜悦 。

学农活动 的第二阶段是播种 。 草长莺飞二月

天 。 学生在分好组 、查阅收集相关资料之后 ，讨论决

定种土豆 。

一次综合实践课上 ， 我带领学生又来到

实践基地 ，准备挖坑 。 班长说 ：

“

坑挖得不要太深也

不要太浅 。

”

说完 ， 大家便开始挖了起来 。 等坑挖好

了 ， 同学们小心翼翼地把一个个胖胖的土豆轻轻地

放进去 ，用土埋好 ，再沿着边浇一点水 ，就算种好了 。

过了几天 ，我和同学们来这里看 ，发现土上探出 了一

些绿油油的小芽 。 学生们激动地欢呼起来 ：

“

土豆发

芽了 ！土豆发芽了 ！

”

然后他们浇水施肥 。 春种一粒

粟 ，秋收万颗子 。 过了几个月 ，学生发现 自 己亲手种

的土豆丰收了 ，便高兴地把土豆都挖了 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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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种土豆活动 以丰收的喜悦告一段落 。 虽然

活动结束了 ，但是劳动的种子 已深深扎根于学生的

心 中 。 通过这次实践 ，学生体验到劳动的乐趣 ，更加

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 ，也逐渐体会到劳动人民 的智

慧和艰辛 。

２
． 借助家庭资源 ，参加 日 常生活劳动

教师在语文教学 中 ，应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一

些生活劳动 ， 比如打扫卫生 、 叠衣服 、烧饭……让学

生学会分担家务 ，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 。

在学习 《 中 国美食 》时 ，教师要让同学们了解拌 、

煎 、烤 、煮 、爆 、 炖 、炸 、蒸烹饪方式 ， 可以利用周末或

寒暑假时间跟家长学习怎样做菜 ，先从简单的蒸 、煮

开始 。 学习本课时 ，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几道家常菜 ，

教师还要引导学生了解 中 国 的八大菜系 ，课后让学

生在家长的帮助下查查每种菜系 的代表菜 ， 也可 以

试着和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一起做一做 ，感受不同

菜系 的美味 。

一个周五的上午 ，我布置了一项任务 ，

让学生周末在家长的带领下去菜市场买好所需的食

材 ， 回家后在大人的指导下做一道家常小菜 。 做好

后 ， 和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一起品尝 自 己 的劳动成

果 ，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 。 有的学生做了西红柿炒

鸡蛋 ，有的学生做了素炒土豆丝 ，有的学生做了海带

炖排骨 ，还有的学生做了蒸蛋……通过此次活动 ，学

生养成了珍惜粮食 、杜绝浪费的 良好习惯 ，懂得生活

之不易 ，不能衣来伸手 ，饭来张 口 ，要学会感恩 。

教师让学生经常参加家务劳动 ， 不但能够提高

他们的基本生活技能 ， 而且能促进学生和家长之间

的情感交流 。 只有这样才会更加激发学生学习 的动

力 ，更能培养他们 自立的能力 ，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

成长 。

３ ． 借助社会资源 ，参加服务性劳动

在语文教学中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

自身兴趣 ，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服务性劳动 。 服务型

劳动包括现代服务业劳动 、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 。

针对高年级学生 ， 可 以开展校徽设计等文化创

意服务活动 。 我校 ２０ ２ １ 年 ９ 月 份征订了一批校服 ，

校服上面要有我校的校徽 Ｌｏｇｏ ， 但是校徽 Ｌｏｇｏ 该

如何设计呢 ？ 这是一个难题 。 于是 ， 在一次综合实

践课上 ，我便让全班学生借助各种资源 ，寻找设计灵

感 ，根据我校的办学理念和宗 旨 ，协作设计出一个独

一无二的校徽 Ｌｏｇｏ 。 在参与设计校徽 Ｌｏｇｏ 的过程

中 ， 同学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有的通过查找

有关网络资源 ， 吸收学习其他校徽 Ｌｏｇｏ 文化 ， 有的

去社区图书馆 ， 翻阅了不少书籍 ，还有的去请教社区

设计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 通过这次校徽设计活动 ，

学生体验到服务性劳动中的挑战和乐趣 。

在教学 《雷锋叔叔 ，你在哪里 》后 ，教师要适时拓

展介绍 ，每年的 ３ 月 ５ 日 是
“

学雷锋 日
”

，教育学生要

行动起来 ，帮助环卫工人捡垃圾 ；利用 自 己 的零花钱

买一些水果 、牛奶去养老院看望老人 ， 给他们捶背 、

打扫卫生 、讲故事 ；等等 。

２ ０ ２ ０ 年的疫情 ， 改变 了传统的教学方式 ， 学校

多实施线上教学 。 疫情期 间 ， 全 民抗
“

疫
”

， 众志成

城 。 那段时间抗疫物资匮乏 ， 每一位热心人士都纷

纷捐款捐物 。 我班学生用他们 自 己 的压岁钱向红十

字会捐款 ，用于医护人员抗疫 。 虽然他们的捐款额

不大 ，但这是小小的他们奉献出 的一份大大的爱心 。

２ ０ ２ ２ 年 ３ 月 份 ，合肥全市 中小学都停止 了线下

教学 ，开始了为期将近一个月 的线上教学 。 那期间

有不少学生主动去村里参加志愿服务 ， 协同工作人

员开展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 。 他们指挥村民有序

排队 ，那鲜红的红领 巾 给那春 日 的风光平添了许多

生气 。 这次抗疫捐款活动和防疫志愿服务活动让学

生树立了主动关心他人的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 ，体

会到以 自 己 的服务性劳动为他人创造便利的 自豪感

和幸福感 。

总之 ，将劳动教育融人小学语文教学中势在必

行 。 为 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师要在语文

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 ， 让学生从小接受劳动教育的

熏陶 ，高举劳动精神 的大旗 ， 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念 ，

培养 良好的劳动品质 ，形成必备的劳动能力 ，将劳动

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落到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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