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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节气安排农事，跟随匠人
学习手艺，制作家乡特色小吃
……宁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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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现代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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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了中小学的“必修课”。
对此，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家
长，大多数人都是持肯定与支持
态度的，但是在劳动教育应该如
何开展的问题上，却难免莫衷一
是。

其实，围绕中小学生的劳动教
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小劳

动”和“大劳动”之分：小劳动，是
家务劳动类型的劳动教育，包括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整理家务、
维修电器等。这样的劳动教育没
有地域之分，应该是所有中小学
生都循序渐进，予以学习和掌握
的。另外一种大劳动，则是走出家
门，涉及到农业生产、农作物的种
植、各种家禽家畜的养殖，以及地
方工艺品、特色美食的制作等，不
可避免地会受到学生所在当地的
经济结构、劳动生产方式、地域特
点等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宁波
市一些中小学，在落实劳动教育
时，积极开发带有浓郁乡土气息
的劳动课程，赋予劳动教育更多

“家乡的温度”的原因所在。
一个地方的劳动教育，为什么

要能够体现这个地方的地域特点？
因为一个人了解世界，都是从先理
解自己的家乡开始。而劳动教育，

正是我们了解自己的家乡，拉近我
们与家乡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个人
对家乡自豪感的有效途径之一。宁
波市在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不
仅仅是引导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
参与农作物的种植、管理和收割，
同时还把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请进校园，请上讲台，让他
们教授孩子们非遗产品的制作。而
对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家乡美食，
也邀请一些制作这些美食的大师、
高手，手把手教授孩子们制作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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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极大丰富
了学校落实劳动教育课程时的选
择，而且让孩子们与自己生活的
一方水土重新发生链接，从而增
进对家乡和自我的认识。

苑广阔

这是摩登的王老师，这是过年前
的王老师，这是喝奶茶的王老师，这
是“冒火”的王老师，这是“满血复
活”的王老师……这是一个爱好画画
的小女孩，不时送给老师的特殊礼
物——她的速写手稿。

（10月18日《现代金报》）

对老师每天的服装搭配、头饰发
型、喜怒哀乐都抓住精髓、进行全方
位刻画，体现了孩子观察之细微、心
思之细密，而这背后，则是教师育人
的“爱”与“智”。

“爱”，让孩子从求关注走向被关
注。

跨省转到一所新学校，孩子对周
围的一切充满新奇，在学习生活上
出现一段时间的难适应。拿起画笔
画出心中的世界，是孩子适应新环
境、寻求被关注的一种个性化努力。
用初来时还“挺普通的”画技，把数
学老师作为速写“日记”中的重点人
物，在于孩子心中的老师“长得最漂
亮、最温柔”，不管冒火、喝奶茶、满
血复活等什么时候，都是可亲可敬、
润心泽人的。可以说，孩子的这部速
写“日记”，就是关于这位数学老师
的一部“爱”的工作纪录片，关于这
对师生的一部心灵互通的“密语”记
录本。网友对老师朋友圈这个内容
的点赞，则是对她们师生互爱互滋
互长的最大肯定和激励。

“智”，让孩子学习从分心走向专
注。

小孩子不懂事，爱上一件事，难
免在课堂上走神。对于这类情况，教
师如何引导，密切影响孩子的发展：
手段严厉，能让孩子回到学习“正
途”，但也易让孩子丢掉一门兴趣；
放任随他，易让孩子错认为这个老
师“好商量”，在兴趣发展中“荒废”
了学业。找准严爱之间的平衡点，让
孩子始终有乐观向上的精神支柱，
始终感到生活的充实与美好，促进
孩子将这些积极情绪体验辐射到学
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是处理这类
情况的正确方式。“我第一次给她画
时，她没有批评我没好好听课，反而
表扬我画得好，说我长大了可以成
为画家。”“老师收下了画并鼓励了
我，但要求我只能在课下画，上课得
认真听讲。”孩子嘴里的老师做法，
老师嘴里的简单方法，都是充满教
育智慧的。

爱是教育的根本，智是教育的核
心。面对类型各样、水平参差的学
生，如何落实“爱”的传递、“智”的启
迪，是教育好、发展好学生的根本，
也是新时代教师最该树立的理念、
走好的路径。 张小军

今日金评

赋予劳动教育更多“家乡的温度”

近日，全市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会议举行，会议强调，
要深刻把握未成年人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要求，立足“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抓好“后继
有人”根本大计，凝聚
全社会教育和关心未
成年人的强大合力，推
进我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再上新
台阶。

（10月13日《宁波日报》）

紧抓核心价值观
高标准推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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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传递
“智”的启迪

教师来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科技
的迭代升级，互联网的普及，未成
年人的生活形态在不断更新变化，
他们的视野更广了，接触的新事物
更多了，思维更活跃了，因而人生
观、价值观都在不断刷新；由于未
成年人尚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心智
还不成熟，认知能力欠缺，价值观
还处在可塑性阶段，因而极易受各
种不良的社会思潮和网络生态所
左右和影响，如不加以引导，就有
可能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

今年以来，我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21 年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测
评成绩位列全省第一。但是，我们
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是要结

合新形势、新任务，每年都采取有
针对性的方针政策，高标准推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如何才能做到“高标准推进”？
这需要一个基点和抓手，即会议所
强调的这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形势怎么
变化，学生的思想观念怎么芜杂，
只要牢牢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个灵魂和根本，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就不会偏离方向，就
能抓出成效，抓出成绩。

怎样抓这个根本？就是要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学
校课堂教学、教育管理和校园文
化各环节，推动核心价值体系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对照这个

要求，一些学校还有距离。据笔者
所知，一些学校只满足于学生会
背诵，但对其蕴含的价值内涵和
时代精神并没有向学生讲清楚、
讲透彻，徒具讲形式、图表面的热
闹，收效不彰。

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是一项长期任务，宣传贯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要把24个字当作
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渗透到学校
课堂教学、教育管理和校园文化各
环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常
抓不懈，直至内化于心，外现于行，
终成学生的行为习惯，才有望将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向更高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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