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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岭小学学生学习千层饼制作。

让劳动教育带有“家乡的温度”
根据节气安排农事，跟随匠人学习手艺，制作

家乡特色小吃……甬城各中小学结合当地实际，积

极开发带有乡土气息的劳动课程，让学生扎根沃

土，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深入了解家乡，增进对故乡

的感情，让劳动教育带有“家乡的温度”。

2022年，教育部印发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 （2022 年版）》，劳动课正式成为一门独立

课程。根据课程方案，劳动课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

时，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了让劳动课程更为

鲜活，甬城不少中小学校积极探索，给劳动教育打

上了鲜明的“家乡印记”。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乌雯雯 杨阳 文/摄

奉化区班溪小学有 10 多年的
农耕文化建设经验，校内有农耕博
物 馆 、“ 东 篱 园 ” 种 植 区 、 农 作
苑、农创园等，校外还有 20 余亩
农耕实践基地。该校每年的体育
节、科技节、读书节、开学第一课
等校园活动都与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等农耕元素相融合。遇到
农耕文化节、毕业典礼等“大日
子”，校长、副校长就会来到活动
场地，摆烧烤摊，炒家常菜，让农
耕文化扎根在校园的角角落落。校
长何朝勇说：“家乡土养家乡人，
希望有‘家乡味’的劳动教育能促
进学生良好品性的形成。”

今年的劳动课程，该校更是将
家 乡 的 土 特 产 “ 笋 ” 做 出 了

“花”：开启了“竹萌破土缀奇旅”
系列“笋事”活动，学生参加“采
撷竹笋事”“妆点笋成衣”“撅挖入
竹林”“抽剥觅真相”“笋味留舌
尖”“厚积待品享”等项目，学着
挖笋、辨笋、剥笋、制笋，还进行
了“笋的故事”演说，做了“瓶罐
标签”电脑设计和“包装盒”的绘
画制作。毕业班学生表示，“自己
做的笋就是好吃，通过笋了解了家
乡的美食文化，同时也对耕种了 6
年农作物的土地依依不舍。”“今后
我们将继续挖掘本地资源，让学生
从家乡的土地汲取更多成长的力
量。真正实现‘劳动不止、不止劳
动’的培育目标。”副校长俞海强
表示。

奉化区莼湖街道尔仪小学也对
劳动课程的设置等进行了相应探
索。该校 601 班的孩子们把暑假作
业——“盆栽”花生带到课堂，在“秋
分正好，‘丰’享幸福”农耕分享会上
讲述种植过程。邵博成将花生、玉米
从种子开始的生长过程制成视频。
他说：“看到它们发芽长高，特别有
成就感。”学生蒋钰琪、周心怡暑期
尝试种植小青菜，为了给青菜施肥，
她们学着筛草木灰、挖小水沟，又邀

请 有 农 耕 经 验 的 老 人 做“ 技 术 指
导”。周心怡还在开学典礼上分享了
自己种植花生的“失败教训”和研究
失败原因的过程，表示“这不仅仅是
种一株花生，更多的是对我心灵的
启迪。坦然面对困难，并选择迎难而
上——这就是结的果”。周心怡的话
语得到了众多师生和家长的点赞。

在布置农耕暑假作业前，老师
们还用农具、年货充当“期末奖
励 ”， 鼓 励 孩 子 们 多 参 加 “ 接 地
气”的劳动项目，在农耕中收获劳
动成果，锻炼各种能力，也收获成
长的喜悦。暑假里，孩子们几乎天
天泡在田间地头，顶着烈日给作物
浇水，每日记录作物的生长情况，
恨不得时刻抱着“盆栽”作物。这
种“化整为零”的“沉浸式”劳动
课程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孩子们
不仅学会了农耕技术，而且跟家
人、家乡更亲了。老师们表示，这
种综合性强，且有家长协助和参与
的劳动课程充分发挥了农村家庭的
优势，孩子们在成功与失败的种植
实践中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土
地的温度。

春耕成了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
学学生的必修课。在近 2 亩的田地
里，同学们按班级分区域种植。据
悉，古林镇中心小学中高年级每个
班级能分到大约 50 平方米的专属
农田，由学生全程参与种植、养护、
收获，所种农作物的种类也由学生
根据喜好自行挑选。记者看到，田
里种着茄子、辣椒、大蒜等作物。

古林镇中心小学校长林群说，
今年学校首次开设春耕劳动课程。

“劳动期间时不时有孩子问我草为
什么要锄掉、马铃薯为什么要斜着
种等问题。”学校科学老师胡金伟
说，“劳动教育里蕴含了许多科学
知识，亲手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孩子们回头都会主动翻书、上
网查，这样的学习模式比反复读背
效果要好得多。”

深耕家乡的土地

奉化区白杜小学所在的西坞街
道白杜村是奉化越窑青瓷的重要产
地之一，附近曾有大量越窑遗址被
发现。在劳动课程的建设中，该校
将家乡的历史文化融入其中，积极
打造“草木奉窑”特色课程，新添
置了煤气窑、电窑、拉坯机、工具
台等制陶器具，开设“草木奉窑”
创新实验室，聘请高级工艺师为学
生授课，在劳动实践中弘扬家乡的
历史文化，希望“草木奉窑”的温
度能点燃孩子们对家乡的热爱。

据介绍，学校已开设陶艺制作、
素坯施釉、器皿烧制等多门拓展课
程，以三、四、五年级学生为主组建
社团，每周开展教学活动，从专业教
师示范到学生自己动手，努力让学
生全方位、深入地接触“草木奉窑”
文化，用双手制作有温度的奉窑作
品，让奉窑在现代校园中重现活力。

该校“草木奉窑”课程负责教
师蒋维给社团孩子上的第一课就是
介绍“奉化越窑青瓷”的历史，以
图文形式展示学校附近的越窑遗址
和其中出土的越窑青瓷文物。“每
次讲到越窑青瓷的历史和遗址中出
土的文物，孩子们的眼睛总是亮亮
的。连教室墙上挂的文物照片他们
也能看很久。”蒋维说。

“我最满意的作品就是模仿东
汉熹平四年越窑青釉瓷熏炉制作
的，为了做好它，我查了很多资料，
也因此看到了很多白杜出土的文物
的图片。我的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历
史，真的很自豪！”学生胡爱李说。

“‘居敬桥’是孩子们烧制的第
一个青瓷‘大件’，全长 0.6 米，6 名
师生花费二十几天制作完成。”校长
邬建军介绍了“居敬桥”的制作过
程，制作方案是师生们商量后定的，
他们实地考察了居敬桥这一家乡的
文化地标，成品已被学校大队部收
存。“每一堂‘草木奉窑’课，都是一
堂‘家乡课’，亲自查找资料、亲手制
作奉窑作品让孩子们的心与家乡贴
得更紧。”邬建军说。

制作灰雕、古法造纸、制作皮影
戏等等，追寻当地文化的足迹，在甬
城其他学校也很常见。灰雕又叫墙身
画，过去常用于墙面、檐下、门楣等
处，上色后看起来像陶塑，有吉祥喜
庆之意，老宁波人特别喜欢，但随着
现代装修的兴起，几近失传。如今，
这项老手艺被海曙区冯家小学的一
群孩子玩活了。学校不仅建了灰雕
操作室、展览室、工具室等，还请来
灰雕传承人长期教授。课程还融合了
宁波本土雕塑文化，不断更新迭代。

弘扬家乡的文化

每周总有一天，奉化区武岭小
学的劳动实践基地内会飘出阵阵古
法烘烤的饼香味，这是该校今年刚
开出的全新劳动课程“五灵手作”
的课堂。

今年 6 月，武岭小学、蒋家龙
门千层饼非遗传承暨劳动实践共建
基地揭牌，学校邀请宁波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 （溪口千层饼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蒋家龙门千层饼负
责人蒋定君为孩子们授课，讲述溪
口千层饼的发展历史，传授揉粉、
搓馅、擀皮、烘烤等制饼手艺。学
校面向 4 年级学生开设“五灵手
作”劳动课程，把“溪口千层饼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暨劳动实践课程
常规化，让学生们尝试亲手做出家
乡的味道。

学生们很珍惜每周一次的劳动
课程。学生马莉涵在第一堂手作课
后，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跟着师傅学
习千层饼制作第一道工序——搓馅

的过程。“馅料要搓成长条，均匀
分成若干小块，最后要搓成一个小
圆球。”蒋宇琪说，“我学得很认
真，就想看看自己做的千层饼跟蒋
师傅做的是不是同一个味。”负责
教师王娜介绍，这门“学做家乡手
艺”的课程在学生中很有人气，大
家都把学会师傅的手艺作为目标，
约定等学会全部流程后，要请师傅
尝一尝、评一评自己的劳动成果，
也想把这份“家乡的味道”带给更
多人品尝。

海曙、鄞州的一些学校则将
学会做家乡菜肴列入孩子们的劳
动必修课。广济中心小学有一堂
传统美食课，每个学生每年需学
会做 1 道到 2 道宁波特色美食。这
堂劳动课已坚持了六七年。葱油
饼、烧麦、腐皮包肉、汤圆、粽
子、灰汁团、冬至汤果⋯⋯通过
这些美食的制作，师生们完成了
传统地域文化的传承。

做出家乡的味道

劳动教育怎么开展？一直是教
育界思考的一个问题。之前，由于
学业负担过重，培训过度，孩子们
几乎鲜有时间去干些与学业无关的
事情。随着“双减”政策的持续推
进，留给孩子们的自主空间和时间
多了起来。

在校园内开辟农田，每个班级
分上一小块田地春种秋收；在校内
开展立体种植，推出丰收节；让孩
子们领养领种学校农场里的小动物
和农作物；校园内开出上千平方米
的劳动场所，用于农作物种植、
美食制作等；将一些无土栽培、自
动灌溉等科学元素融入农耕中……
甬城不少学校可谓动足了脑筋，目
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孩子们的劳
动不是机械的简单重复，而是蕴含
不少的创新元素，赋予劳动新的含
义。

在实践中，老师们发现，孩子
们说起外面的世界来头头是道，见
多识广，却对脚下这片土地知之甚
少。比如说，家乡熟视无睹的小吃

到底有多大名气，这片土地上先人
哪些技艺曾名噪一时。很多农家子
弟对家中的农作物十分陌生，对土
豆、花生等是怎么种出来的，基本
无感。在孩子们的心中，家乡只是
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记。

怎样让孩子们脚踏实地，深度
感知脚下这片土地的习俗和文化，
从而内心与故乡紧紧相连。记者欣
喜地发现，今年甬城各学校的劳动
教育很好地补上了这一课！越来越
多的学校推行与一方水土相关的本
土化劳动教育。这些基于当地自然
资源、地域特色资源、历史文化资
源和学生兴趣所在的课程，让孩子
们与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重新发生
连接，从而增进对家乡和自我的认
同。

经历一番劳动，孩子们对于家
乡不再模糊，家乡变得具体可感，
可寄托情感，是记忆中的乐土和心
底的牵挂。这样，将来，无论这些
学生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是有

“根”的人。 （蒋炜宁）

无论孩子走到哪里无论孩子走到哪里
家乡是记忆中的乐土和牵挂

尔仪小学学生展示自己种植的花生尔仪小学学生展示自己种植的花生。。 长江中学学生学习烹饪长江中学学生学习烹饪。。

白峰中学学生在挖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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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给小学生讲解农具使用方法。

古林镇中心小学学生观察他们自己种植的农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