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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劳动教育，让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条
讽刺笑话。 说是某个外国的一些专家到乡下开展
科学考察，看见一头牛在吃草，这些专家不认识
青草，以为是农作物，也不认识牛为何物，只好大
喊提醒农民“快来人啊，有动物吃植物啦！ ”

尽管讽刺得有些夸张，大概率是当时的时代
产物，相当于我国“揠苗助长”“守株待兔”成语故
事里的“宋人”。 但在当今“麦苗、韭菜分不清”“地
里寻常的农作物不认识”等情况，甚至“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现代版本，在我国很多城市孩子中
普遍存在，这在提倡“五育并举”特别是加强劳动
教育的背景下，更是值得警醒。

应该说，安康地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
化不是很发达，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口、城
乡接合部的存在，客观上反倒是开展劳动教育的
优势，离农民近、离农村近、离土地近、离田野近，
为各中小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创造了先天有利条
件。 所缺的，只是如何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

前几天， 听一位在深圳招商的朋友讲了一
个“3 亩地挣了 60 万”“两头牛挣了 120 万”的故
事：其家乡的一个外出闯荡的成功人士，抓住劳
动教育的契机，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做起劳动体验
的生意。 据介绍，他利用之前盘下的土地，开发了
体验式农场。 以举办一期“挖红薯”活动为例。 拿
出 3 亩地种上红薯，周末时间吸引当地中小学生
来实地体验挖红薯。 学生免票，大人 25 元一张，
挖出的红薯可购买回家。 他又买了两头牛，雇了
一个农民，从老家找来犁，专门演示牛如何犁地。
还免费提供西红柿苗、 辣椒苗等菜苗和塑料花
盆，让学生体验如何栽种，种好后，花盆贴上孩子
的姓名，25 块钱可以买回家养着……凡此种种，
他赚得盆满钵满，还被当地誉为都市农业的新亮
点。

不得不说， 虽然同是喝着汉江水长大的，这
位老乡的脑瓜子确实灵活，抓住了劳动教育的风
口，更说明这种体验式劳动很受欢迎。 市场经济
中，能挣钱是硬道理。 虽然只是见识一下劳动场
面和劳动工具的浅尝辄止， 但总好过整天圈在
家—学校—家的三点一线。

劳动教育，总的目标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
劳动习惯的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
内容之一。 在家做家务，虽然也是一种劳动，但仅
仅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远不能涵盖劳动教育

本身。 坐在教室里 ，讲再多的 “锄禾日当午 ，汗
滴禾下土 ” 比不上一次现场劳动实践印象深
刻。 而通过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等方式的实现
路径，首要一步是先要走出去。 可惜的是，虽然
存在前文提到的先天优势 ，比如 ，我们不需要
到专门的农场才能看到挖红薯 、种辣椒 、牛犁
地 ，但我们的很多孩子确实还没见过 。 而由于
课业负担 、中考压力 、学生安全等等因素 ，安康
的孩子们在“走出去”“动起来 ”上 ，还没有利用
好这些优势 ，尤其是安康城区中小学校 、幼儿
园的学生。

像平利县和汉阴县三元小学等注重开展劳
动教育的县区和学校，自然会有更多收获。 辩证
地看，这种收获不像学习成绩可立马兑现，而是
立足学生长远发展的教育目标。 所以更要注意，
在教育内卷化愈演愈烈的当前，谨防出现认为搞
劳动教育 “费力不讨好”，“是不务正业， 耽误学
习”的错误思想。 而这种短视思想的源头，不仅包
括某些学校，还包括广大焦虑的学生家长。 但矛
盾就在于，搞好劳动教育，恰恰需要学校和家长
的共同努力！

去年 11 月的一个周六， 我跟随城区某中学

一个班的学生去平利某劳动实践基地参加了一
次劳动实践。 在半天的活动中，孩子们见到了旋
耕机、太空育种的蔬菜、现场体验了栽种、培植作
物。 活动由班级的几名家委协助张罗，开展得很
成功，安排的还有团建互动游戏。 孩子们的兴趣
很浓，毕竟是一种新鲜体验，以至于一名男生不
辞劳苦地背了一把吉他，虽然最终的表演只有不
到 3 分钟。 作为旁观者，我当时就想，希望这样的
劳动实践活动能多组织一点，让更多的孩子能够
参与体验，哪怕只是一次也好！

劳动教育，走出教室天地宽
记者 陈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加强对义务教育
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项目鉴别管理，制定
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校外培训机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

校外培训，适用本指南。
二、基本原则
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工作， 遵循以下原

则：
（一）坚持从严规范。 深刻领会贯彻中央“双

减”精神要求，严格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落实属地行政管理责任，明晰界线、从严
要求、规范程序，体现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坚持科学严谨。 充分依靠专家力量，尊
重学科规律和教学规律，综合培训项目的实际情
况，立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出客观、公正、独
立的专业鉴别意见，确保科学与严谨。

（三）坚持统筹协调。 加强主管部门之间横向
配合、地区之间协同推进，坚持“一盘棋”，避免在
实践中出现“低洼区”“空白区”“矛盾区”。 积极研
究和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 新问题，不
断探索创新，在实践中完善制度和机制。

三、鉴别依据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

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
（教监管厅函〔2021〕3 号）、中小学国家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等文件规定，结合校外培训的实际情
况，对培训项目类别进行鉴别。 主要从培训目的、
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评价方式等维度进行综合
考量，如符合以下特征，即判定为学科类培训项
目。

（一）培训目的：以学科知识与技能培训为导
向，主要为提升学科学习成绩服务。

（二）培训内容：主要涉及道德与法治、语文、
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
化学、生物等学科学习内容。

（三）培训方式：重在进行学科知识讲解、听
说读写算等学科能力训练，以预习、授课和巩固
练习等为主要过程，以教师（包括虚拟者、人工智
能等）讲授示范、互动等为主要形式。

（四）结果评价：对学生的评价侧重甄别与选
拔，以学习成绩、考试结果等作为主要评价依据。

四、实施要求
（一）建立分级指导机制。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对本地培训项目分类鉴别工作进行统筹规范，
加强分级指导，对各地鉴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
偏差，及时跟进指导、纠偏矫正，确保操作落实步
调一致、不走偏、不走样，避免出现同类培训项目
在不同地区给出差异鉴别结果。 当出现较大争议
或难以鉴别时，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提请上级教

育行政部门进行研究裁决。 各地要认真总结培训项目分类鉴别工
作，形成并更新典型案例资料库，促进信息互通共享，推动一线鉴别
工作更加准确、高效。

在其他主管部门开展非学科类培训管理过程中， 根据工作需
要，教育行政部门可协助提供有关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意见，并对“学
科类”鉴别有最终决定权。

（二）建立专家鉴别制度。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相应管
理需要，组建专家组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无法直接判断的培训项目
开展分类鉴别，作出鉴别决定。 鉴别专家组应包括相关学科、课程、
教学等方面专家，且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在培训机构中任职或
兼职、属于非利益相关方。接受委托的专业机构，须按照规范要求组
织符合条件的专家队伍开展鉴别工作。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专家组可通过资料审查、实地查看、课堂观
察、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综合研判培训目的、内容、方式、评价等具
体情况，提出培训项目属于“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的鉴别意见。
鉴别工作不得受外界干扰，不得徇私舞弊，确保结论的真实、客观、
公正。

（三）强化机构行业自律。 培训机构应落实自主管理责任，对开
展的培训项目类别进行自我研判、自评自查，自觉按照“学科类”或
者“非学科类”的相关管理要求，规范开展培训活动，不得出现名不
符实的情况，不得隐形变异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

近年来，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大力推动中小学劳
动教育系统化和标准化建设工作， 统筹多方力量创
建多个研学实践基地和劳动教育基地，创新建立“小
能人”“小农人”“小工匠”“小艺人”“小红星” 劳动教
育“五小”工程，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三元小学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劳
动实践教育的重要渠道， 依托课后延时服
务时间，开发开设烹饪（元气小厨）、手工制
作、开心种植等劳动实践类课程。以丰富多
彩的兴趣课程为抓手， 向学生教授劳动实
践相关理论知识， 为实践行动提供科学的
方法指导； 开辟校内种植区， 依托农村资
源，聘请当地农民为种植技术指导教师，根
据小学生不同年龄特点指导学生依照时令
进行蔬菜与农作物种植。 不同年龄段的学
生在了解劳动艰辛的同时，体验了翻土、播
种、浇水的乐趣，感受了劳动才会有收获的
惊喜。也掌握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观
察思考中明白了道理。同时，美育与劳动实

践紧密结合， 鼓励学生在班内栽种小花小
草等植物， 让学生自主管理， 既美化了环
境，又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情趣，也增强了学
生的爱心意识。

小小的校园正如一个微型的社会，在
校园生活自主管理的正常运转中， 植物养
护岗、墙面维护岗、饮水机管理岗、空调管
理岗、电灯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小小路队
长、值日班长岗、校园文化创设岗、安全保
护岗……多种多样的管理岗像极了丰富多
彩的社会角色，每个学生都各司其职，每个
孩子都缺一不可。

劳动实践能力培养还为打破学科壁
垒、促进学科融合创造了条件。例如围绕播

种，语文老师传授二十四节气知识，科学教
师讲解土壤与种子的构成; 围绕辣椒苗的
稀疏间隔，数学教师讲统计与测量，科学教
师讲植物生长的条件；一次大丰收，语文老
师引导内化的感悟， 美术老师帮助构图配
色。 通过劳动实践，把活动内化成感悟，把
感悟沉淀为素养。 学生在自然中学习知识
和技能，在劳动中观察、思考和积累，感受
自然的美好，享受成长快乐，再将快乐倾注
到笔尖，争做三元“元气小作家”。每每看到
自己的作品展出在校园里， 孩子们总是无
比自豪……老师们创造性地开展跨学科、
多主题的劳动实践活动， 将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效促进了学生人

格健全发展。
在“双减”政策背

景下，85%的孩子们在
校 内 完 成 了 家 庭 作
业。 而农村留守儿童
多， 若不加强课余生
活的科学干预， 很多
学生就会专注于玩手
机、看电视。 针对此种
现象， 学校继续深化
德 育 实 践 作 业 的 布
置， 根据各年龄阶段
学生特点， 安排学生
进行适量的劳动实践
家庭作业，1 至 2 年级
家庭劳动实践每周不
少于 2 小时， 其他年
级不少于 2.5 小时。 同
时积极引导和鼓励孩
子在家中主动承担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
引导学生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家人的事情
帮着做，参与孝亲、敬
老、爱幼、饲养小动物
等方面劳动， 弘扬传
统优良家风， 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 同时，学
生参加家务劳动和掌
握生活技能的情况按
月计入学生德育成长
手册， 并着力加强家
校联系， 引导家长转
变观念， 让家长成为
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
者和协助者， 形成家
校 劳 动 实 践 教 育 合
力。

学校还与三元村
部、 城关镇文化站等
周边单位联建共育 。
充分运用汉阴县三沈
纪念馆、 沈氏家训展
览馆、陕南革命英雄纪念碑、三元村史馆、
三元茶厂等社会资源， 建设校外实践教育
研学基地，不断开展丰富的实践教育活动，
引导学生关心社会生产， 将劳动意识根植
于学生内心。

让孩子懂得劳动的真正意义， 没有什么比让孩子自己动
手去劳作更有说服力的。

汉阴县凤台教育集团三元小学通过在课程教学中植入劳
动实践意识教育、在校园生活中纳入劳动实践能力教育、在家
庭生活中强化劳动实践水平教育、 在社会实践中夯实劳动实

践理念教育，推动劳动实践教育落到实处。
这些做法，不光为学生搭建了劳动教育平台，同时也构建

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个
平台上进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劳动实践和社会责任感也
在这些活动中慢慢积累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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