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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真实的亲近的劳动
教育学习情景

在本课教学中，我事先征得了几位家
长的同意，让他们提供了本人在实际工
作中真实的情景照片，并配上一段工作
体会——录音或文字。

当我将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的家长
“工作照”展示给同学们的时候，他们都
静静地看着，听着。他们中有很多没有见
过父母工作时的情景，有的同学明显被
感动了。家长们的工作环境虽有不同，但
他们都是笑着，没有感觉到脏或者感觉
到累，洋溢着阳光的笑脸诠释着他们对
工作的热情和对家庭的责任。同学们被
深深感染了。

评析：“生活即教育”，回归劳动生活
本真，以真实的案例呈现在学生面前，让
学生有话说；以亲近的情景触动他们的
心灵深处，学生不但会说很多，而且还会
有情感的升华。

二、确定与劳动教育相关的
“议题”

针对上面劳动教育学习情景，我让同
学们思考：“等我们到了爸爸妈妈这个年
龄，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作
为一个社会人，将参与怎样的收入分配？
你对国家有怎样的贡献？”从而确定议题
范围。再让同学们分小组讨论，确定4个
议题，进行筛选，最后确定了：“长大后我
就成了您，我将这样参与收入分配。”

评析：议题是课堂研究的主题，不能
纯理论性，要生活化，要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不能离学生太远，而且要紧扣教学的
主要内容。议题的模式可以这样确定：情
景分析——讨论初步议题——确定议题。
议题的确定是在情景中生成的，这样设
计议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课堂兴趣，深
度激励学生参与课堂探究，充分激活课
堂的生机活力，更能彰显思想政治课程
的实践性、生活性、真实性、趣味性。

三、设计与劳动教育相关的
有针对性的问题

针对上面所生成的议题，我设置了以
下序列化问题：

1.你的爸爸或妈妈做什么工作？他们
的收入情况你了解吗？

2.他们工作的单位是什么性质的？

3.你知道爸爸或妈妈的收入是什么
收入方式吗？

4.你认为家庭收入怎样才能更高一
点？

5.你将来工作了，你想要怎样的收入
分配方式？你现在要怎样做？

在上课的过程中，同学们又生成了如
下一些问题：

1.我爸爸没有工作单位，只是自己在
做，这是什么收入分配方式？

2.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方式，有没有
剥削？

3.有的人不怎么劳动，就收入很高，
像富二代，而有的人累死累活，收入还是
不高，是不是不公平？

评析：议题确定后，要进行有针对性
的问题设计。以问题作为驱动，引导同学
们运用学科内容和知识完成学科任务。
问题可以是序列化的，也可以是课堂中
同学们随机生成的，没有固定的问题，只
要是同学们心存疑惑的，都可以成为问
题。这样生活化地设计和生成问题，把课
堂交给学生，可以最大化地发现同学们
心中的问题，更好地解决他们的疑惑，还
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
能力、正确作出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养成社会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
健全人格，真正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四、设计“互动式课堂”，搭
建劳动教育活动平台

对于分配方式的问题同学们都能理
解，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分配是否公
平”问题上。

我让同学们列举生活中的“分配不
公”现象，再让同学们分组讨论这种现
象的原因，让各小组分别阐述自己的观
点及原因。我高度表扬了同学们：“我们
在探究中不但分析出了收入分配的方
式，也体会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的辛
苦，而且你们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解放初期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
们实行平均主义，但那时普遍贫困。我
们要让人民富起来，不可能一起富，只
能先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
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我们的基本
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应地在分配方式上
就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我们现在还存在着地区之间
的差距、城乡的差距、人群之间的差距，
国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分配既要讲

究效率，也要注重公平，

评析：生成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要达到不生硬而有生成性，最好的办法
还是要把问题交给同学们去探究。我把
上面生成性的问题分派给了各个小组，
让各小组分工协作，进行充分地探究和
讨论。对于比较尖锐的矛盾性问题，放手
让同学们的思想观点去碰撞，让同学们
去质疑、辩论、探讨。为同学们“搭戏台”，
让同学们去“唱”。差不多了，再让同学展
示自己小组的观点和看法。同学们在争
论中互相提醒着、在思辨中互相纠正着，
这样的学习不只停留在本节课的学习，
也不只停留在对知识的学习，而是进行

“深度学习”，发展了学生的批判思维、创
新能力、合作精神和交往技能，也升华了
同学们感恩的情感。

五、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本节课的议题是“长大后我就成了
您”，让学生站在爸爸妈妈的角度，让学
生设想成将来的自己，以这样的角色去
体会本节课的内容，学生才会有真感受。

评析：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
“知识只有通过学生头脑里原有认知结
构的加工、改造,才能被学生真正认识和
掌握。只有学生自己去操作，通过自己亲
身活动所进行的学习才是最有效的学
习。”教师在课堂上是导演，学生是主演。
教师在课堂上尽力让学生在活动中“动
起来”，让学生“演好戏”，让学生入戏，通
过激活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运
用自己的认知结构去加工消化知识，去
感悟、领悟，以达到对知识的真正掌握并
能准确运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真正让学生成为主角，才会
还原教学的本质，才会增强课堂教学的
实效性，我们教师才真正还原为“师”者
的身份，而不是教书匠。有的老师理解为
让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就是让学生热闹起
来，其实学生活动决不是表面形式上的
热热闹闹，关键的是心动、是思维活动，
学生心动重于身动。

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的养成，
必须要让学生对“劳动”有充分的理解，
劳动不只是辛苦，还有收获、有喜悦，有
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愿意去做并坚持，
只能靠自己的意志。所以课堂上劳动教
育必须要让学生切身去体会，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同时要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所以，如何在学科教学中落实德育，真正体现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进而实现对教育本质的回归，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近两年，宁波多所中小学学校的教师们在“学科德育”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运用创设情境、自主学习、合作互动等教学策略，把德育与
传授文化知识、发展能力结合起来，做有深度、有温度的教育。今起，本报《明州教育》栏目特选取部分学科德育典型案例刊登，供老师参
考借鉴，以飨众师者。

思政课教学“劳动教育”巧渗透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例

赵广秀 宁波市镇海区龙赛中学

如何进行劳动教育？在学科教学中进行渗透是一条很好的

途径，笔者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为例，谈一点体会，与大家共享。

学科德育典型案例选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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