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

以劳树德，让每个生命精彩绽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成立劳动教育项目组
“宅”家学生做出拿手菜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未来
将构建劳动教育体系，将其设立
成必修课程。

而在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
2015年便成立了由教导处、政教
处承担、少先队助力的劳动教育
项目组，经过几年的实践，学校形
成了多学科融合、主题性的劳动

教育，建立起劳动教育的校本体
系，探索出系列劳动育人课程。

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学校形
成了“践能课程”架构，每个年级
学生都有对应的主题劳动教育课
程。整理小书包比赛、系红领巾比
赛、“小巧手钉纽扣”劳动技能大
赛等不同年级的主题活动,让同
学们在真实场景中掌握劳动技
能，真正爱上劳动、爱上学习。

今年寒假，老师们将劳动课
程搬到线上，开展了“我的拿手
菜”“面食小达人”“家务小帮手”
等系列活动，让学生在“宅”家过
程中一起打响劳动防“疫”战。

“经过近五年的探索实践，学

校把劳动教育融入学生自主化管
理、融入课程社团、融入教育活
动、融入社会实践、融入校园环境
建设中。此次空中课堂的开展，老
师们也在劳动教育开展的基础
上，进行了二次开发，使之在空中
课堂得到延伸、拓展，发挥更大的
教育实效。”校长高红燕说。

900平米种植园
成为孩子们的“快乐农场”

春天栽种、挖土、播散种子；
秋天拔萝卜、摘黄瓜、收油菜……
在盛福实验小学校园西南角，有
一片属于孩子们的“快乐农场”。

人人化身“小农夫”，班班都有“责
任田”。在学校里，劳动教育并非
纸上谈兵，四至五年级每个中队
认领属于自己班级的一块地，每
周一节种植课程，在种植活动中
培养学生综合探究能力，感知生
命成长。

不同于传统的农耕课程，老
师也将教室“搬”进农场，学科知
识在此深度融合。语文课上，老师
开展了种花生、栽培室内水培植
物等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写
作练习；美术课上，同学们来到农
场，通过绘画观察农作物的生长
变化；数学老师则带领学生测量
土地的长和宽，计算耕种面积。

据介绍，高红燕校长在2014
年对学校校容、校貌进行整体提
升改造时，就有了要把劳动教育
注入学校课程的想法，她在校园
绿化设计方案中，专门规划开辟
了900平方米的红领巾种植园地，
同时带领教师团队自主研发了

“美耕种植课程”，将“快乐农场”
建造成一个集学习、劳动、体验、
探究于一体的教育综合体。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绿
植，它叫虎皮兰又名虎尾兰……”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植树节，老师
们在“美耕种植课程”基础上，开
展系列活动。同学们变身“植物养
护专家”，在家中种植植物、撰写
观察日记、进行项目化研究，从中
学会热爱自然、尊重生命。

校长高红燕表示，学校将劳
动、数学、语文、科学、美术、德育
等学科融合到“美耕课程”，在一

个个“快乐农场”的田园种植学习
项目中，带孩子们在真实的场景
中去探索未知、感悟生命、体验美
好，真正爱上劳动、爱上学习。

家校携手
打造三位一体劳动教育格局

做一个长方体学具、制作书
签、设计海报……这是盛福实验
小学数学教师陈彦的空中课堂教
学内容，从“学数学”到“做数学”,
陈彦老师带领孩子们在参与中理
解知识、建构知识、掌握知识。疫
情期间，各学科老师发挥劳动教
育的独特价值，将教育教学与劳
动育人相结合，探索实践出一节
节特色空中课堂，带领学生在动
手实践中掌握知识。

在加强校内各种资源优化的
同时，学校还积极贯通家庭、社会
等校外资源，形成劳动教育的整
合力。为了让家长认识到劳动教
育的重要性，学校开展“优秀家规
家庭”评选，引导家长共同参与；
打造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格局，
学校成立了家校亲子劳动基地，
形成服务社会、共建公益劳动的
社会形式。

“以劳树德，让每个生命绽放
美好，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与责
任。”高红燕表示，在学校多维度的
劳动实践教育，让学生在学中做、在
做中悟、在悟中创，让每一位盛福学
子从小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创造劳
动，在劳动中塑雅成美，在体验劳动
带来的成功与快乐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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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道拿手菜、学习钉
纽 扣 、“ 变 身 ”家 务 小 达
人……这是济南市盛福实验
小学“宅”家学生的日常生
活。假期里，老师们开发线上
劳动实践课程，让“宅”家学
习成为了新的育人阵地。

立德树人，劳动为先。近
年来，盛福实验小学成立劳
动教育项目组，在校园打造

“快乐农场”、开展校园科技
节，通过美耕课程、践能课
程、科技课程三大劳动课程
体系，将劳动教育的种子深
深地播进孩子们的心里。

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劳动教育课程(学校供图)

济南市甸柳第一小学：

让学生在劳动中掌握“幸福钥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尹明亮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都成
了小学课程

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炖牛肉、
香椿拌豆腐……对甸柳一小六年
级二班的刘泽辰来说，过去的一周
可谓是收获满满。择菜、洗菜、切
菜、炒菜……刘泽辰慢慢适应着在
厨房这方不大的天地里认真工作，
当吃着这些自己新学的拿手菜时，
足以让他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不同于高年级同学的劳动主
题“一饭一菜总关情”，在学校一年
级三班，徐浩哲的劳动主题是“我
的物品我整理”，从收拾自己的文
具做起，到收拾书桌、餐桌……徐
浩哲学着如何把家里打理得井井
有条。“我收拾易碎的餐具，妹妹收
拾不易碎的餐具，我来洗碗筷，妹
妹擦桌子。”在劳动中，徐浩哲也学
习着合理的分工。

“劳动周其实是甸柳一小‘幸
福小管家’德育教育的一部分，希
望以劳动为契机，将劳动以实践体
验的方式融入学生的生活中，让劳
动也成为德育教育的载体。”甸柳
一小副校长王群介绍，在此次“家
庭劳动小能手，居家抗‘疫’小管
家”活动中，学校针对不同年级的
年龄特点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低年
级的主题是“我的物品我整理”，中
年级是“家庭洗刷劳动”，高年级是

“一饭一菜总关情”。

“要让每个孩子都学着做一些
自己年龄段可以做的事情。”王群
说。

每篇作文中都有源自生活的
真实

假期里，2400多名学生在家庭
劳动中学习着技能，也收获着成长。
李欣是甸柳一小五年级三班的班主
任，她认真看了班里47个学生每个
人在劳动周的手抄报或作文，也感
受着孩子的成长。“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感受，但每一篇或短或长的作文
中都是源自生活的真实。“李欣说。

一周的劳动，甸柳一小的每个
孩子都有一张记录表，记录着每天
所做的事。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
份需要用劳动完成的作业。劳动周
暂时告一段落，这一周的成果也凝
结在了学生们一篇篇的作文和一
幅幅的画作中。

“尽管第一次做菜不太好吃，
但家人们还是给了我鼓励……我
以后要学会体谅他人，学会感恩他
人。”这是六年级八班马鸣蔚作文
里的话。“一周的劳动，让我体会到
了父母的不易。”这是六年级三班
魏子涵同学的话……

“知识来源于生活，有了真正
的体验才能有所感想，把自己的所
感所想总结下来，就是一种思考，
做一个幸福的小管家其实并不那
么容易，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
把劳动当成一种习惯，学会尊重劳
动的人，也学会用劳动去创造幸
福。”王群说。

围绕劳动教育是一个完整的
德育体系

在甸柳一小，2020年已经是学
校“幸福小管家”德育课程开展的
第三年，课程的目标就是把劳动变
成一个德育体验的过程。”孩子已
经读六年级，在一次次的劳动课
中，孩子慢慢把做家务当成一种习
惯，作为家长，其实也在成长，教育
不仅仅是学习，生活、德育都是孩
子教育的一部分。”六年级学生家
长林菲深有感触。

“六年时间，学生可以学的东西
很多，幸福小管家德育课程由全体班
主任老师共同实施,研发出7大主题60
项主题德育课程,课程按照年级构建,
既有阶段性课程,又有连续性课程，
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甸柳一小校
长杨兴永介绍，通过幸福小管家德育
课程，学校希望学生在小学阶段可以
掌握出行规划能力、做饭能力、理财
能力、整理收纳能力等多项生活技
能。“当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能具备
自我服务、服务家人、服务社会的基
本能力，能够对劳动抱有兴趣，这就
是‘幸福小管家’劳动教育的目的实
现了。”杨兴永说。

“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基，这
是学校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一生幸
福，就要让他们能有全面的成长，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杨兴永说，
让学生在行走中、在体验中学习知
识，以劳动为载体，在劳动中感受
幸福、体验幸福，才能掌握未来“幸
福生活的钥匙”。

济南市甸柳一小五年级三班梁艺川的劳动成果。

在济南市甸柳第一小学，五一劳动节前，一堂持
续一周的居家德育课让学生们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
的课程。做个劳动小能手，当个幸福小管家，2400多
名学生在不同的劳动中体验着幸福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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