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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五育并举的大背景下，劳动教育应发挥其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而劳动载体建设应作为实践研

究的重点。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小学在物型课程理念观照下，以“山水田园”劳动课程的建设为着力点，设计劳动

课程物型载体，确立劳动课程的目标和体系，融创劳动教育新样态，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劳动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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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劳动教育虚化、弱化现象比较普遍：

宏观层面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一体化的目标

体系、深度的育人价值挖掘；中观层面缺乏课程

实施的内容设计、周全的保障体系、有效的评价

机制；微观层面缺乏劳动教育载体的设计与建

设。此外，校园物型中劳动教育元素的缺位，也

是掣肘学校劳动教育开展的重要原因。

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

育。新的劳动教育的实施图景已经铺展，在等待

制度保障、一体化课程设计等政策的同时，学校

更应以劳动教育载体的构建为突破口，以教育

者的“实干”来实现劳动教育在“五育”中的“破

冰”。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小学在物型课程理念

观照下，以“山水田园”劳动课程的建设为着力

点，致力于劳动教育的载体建设，形成了较为显

著的劳动教育特色。

一、基于物型课程理念的劳动教育载体设计

教育是基于物质、超越物质的人的精神与

灵魂的再造，这是物型课程的主张。要克服劳动

教育的空泛性，载体建设是前提之一，这是劳动

的具身性、对象性、实践性所决定的，这也是劳

动教育实施的“牛鼻子”。因此，劳动教育必须有

一定的劳动载体———即适合学生劳动的场所及

承载劳动课程的物型。

劳动载体须形意兼备。南山湖小学伴湖而

建，是一所融在自然山水中的学校。规划伊始，

学校即以“化万物以育人”的理念进行设计。我

们以原生态山水气象为基点，建设了“山水田

园”的地表文化，取山造境，取水喻志，校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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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派“山水风光，田园诗情”的意境：挖土成

湖，堆石成山，喷泉游鱼，绿植丰富。前瞻性理念

指导下的校园规划，让南山湖小学的校园呈现

出一派山水风光、田园诗情，这为劳动教育的开

展奠定了基础。

二、“山水田园”劳动课程的目标和体系

劳动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在“山

水田园”劳动课程的目标体系中，弘扬劳动精神

是核心。在对劳动精神进行寻根溯源时，就不得

不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田园精神”，不得不提

到山水画和田园诗营造的审美意境。基于传承

和创新，我们将“山水田园”作为劳动精神的物

化载体，承载着物型与意义趋同的目标价值。

1.内容遴选，具化课程目标。

劳动教育的课程目标有公认的三维向度：

一是塑造劳动观念；二是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

三是养成劳动习惯与品质。以“山水田园”为载

体，南山湖小学劳动课程的目标得以具体化。

“山水田园”塑造劳动观念。我国的天人合

一思想源远流长，而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山水田

园诗”则自成一派。“山水田园诗”歌咏自然和田

园生活，彰显出“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观念和

态度。这为实现“塑造劳动观念”的课程目标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

“山水田园”承载知行合一的主张。田园中

须有实实在在的劳作，而大量种植的作物则是

“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的丰富载体。学生通过

App“形色”可以方便地获取关于农作物的知

识。各班制作二维码宣传自己的劳动，“扫一扫”

即可精准了解相关劳作资料。田园劳作彰显了

“知行合一”的课程目标，而土地之上的收获则

是检验“知行”的标准。

“山水田园”涵育劳动心性。“山水田园”物

型嵌于整个校园之中，教学楼之间有“山水”，教

学楼上下有“田园”，劳动场所随处可见，这能很

好地克服校外劳动基地游离于学生学习生活之

外的不足。因此，培养劳动习惯，涵育劳动心性，

养成劳动品质将成为可能。

2.立体构思，形成载体集聚。

针对上述课程目标，根据校园建筑的构造，

我们立体构思，克服散点化布局的弊端，勾连了

物型课程的资源板块，形成了“三园一坪”的劳

动课程物型载体。

山湖园。该园是模仿通州区南山湖而建的。

园里的池水取自南山湖，经过自然净化后注入

池中，池水流经学校的五个大楼。基于此物型，

我们充分挖掘劳动课程的资源，如池边除了种

植睡莲、蒲草、马尾草等，还种植了大量芦苇，这

可供学生端午节包粽子之用。池中放养的锦鲤、

鲫鱼、螺蛳等，可建构养殖课程。

东篱园。南山湖小学有一块近 300 平方米

的田地，这可以供师生进行蔬果种植。我们根

据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

将这块田地命名为东篱园。东篱园分田到班，

责任到组，作物种类丰富，师生采用轮作的方

式进行种植。

百果园。学校原有一块带有坡度的绿化带，

所种植物也极普通。在校园落成之后，我们以课

程的视角对其进行改造。在植树节那天，学生自

发捐献果木并进行栽种。园内种有桃树、李树、

杏树、橘树、梨树、香橼树、樱桃树、石榴树、枣树

等。学生可在百果园内剪枝、除虫、采摘果实。百

果园充分发挥了劳动教育载体的作用。

百花坪。其原为学生餐厅东侧一开阔草坪，

平整却单调，后改种花卉，并将其命名为百花

坪。除了种植花卉，我们还种植了苏丹草、黑麦

草等，以供山湖园中的鱼儿食用。有了花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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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里面饲养了兔、鸡等小动物，这可为饲

养课程的实施提供条件。

“三园一坪”紧密布局在教学楼、综合楼、食

堂、操场等建筑旁边，是学校地表文化的重要构

成，同时营造了劳动生产和生活的大情境。

3.多维融合，丰富物型功能。

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有教育的价值，也不是

所有有价值的劳动都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融

合创新是劳动课程焕发教育价值的重要策略。

树德———与德育融合。中国人的集体精神

可概括为“家国情怀”，中国人仁心柔情的表现

之一是对故乡的眷恋，而能寄托对家的愁思和

对国的眷恋的重要意象就是田园。因此，建设田

园能够培养学生“以校为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种植劳作能够植入梦想的种子，进而促进学生

道德精神萌芽。土地的无私产出是一种大度馈

赠，会涵养学生的大胸襟，拓展学生的大格局，

会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感恩。

增智———与智育融合。一花一草、一树一木

都是知识，诗词吟诵、作文速写、数学统计、科学

观察等学习活动，可在山水大情境中有效展开。

赏一赏田间的风情，看一看作物的生产，聊一聊

劳作的收获，吟一吟田园的诗歌，在田园物型中

获得真切的体悟和收获，劳动教育便自然生长

和发生。

强体———与体育融合。每日饭后，在园中散

步已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运动。而一次酣畅淋

漓的田间劳作，更是学生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此

外，体育教师还将学生带到草地上上体育课，在

草地上学滚翻，这样的运动项目深受学生喜爱。

育美———与美育融合。田园风光无限，春天

的东篱园、百花坪姹紫嫣红。教师组织学生进行

色彩写生，编排春天的舞蹈。因为有了物型的依

托，学生的审美情趣得以激发，审美意象变得丰

富，审美视野变得深邃。

在五育并重的视域下，劳动教育对于其他

四育的工具性作用更显重要。可以说，在五育之

中，兼具目的、手段、路径功能的，非劳动教育莫

属。创新融合是实施劳动教育的关键，山水田园

的丰富生动可为融合提供多种途径。

三、“山水田园”融创劳动教育新样态

“山水田园”劳动课程既继承文化传统，又

更多地呈现出接轨时代的劳动教育新样态，如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职业体验劳

动、设计制作等。在“山水田园”校园物型中，科

学规划，合理安排这些劳动项目是实施好课程

的重点。

丰富的田园劳作类型，为打造劳动教育的

新样态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组织学生参加农

业生产，含种植农作物、养殖水产品、饲养小动物

等；我们组织学生参加生活劳作，相时采摘，学习

烹饪，组织聚会，邀友分享；我们组织学生参加服

务性劳动，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公益募捐、义卖

等；我们组织学生进行职业劳动体验，学校邀请

农艺师、插花师、厨师家长为学生授课，从而让学

生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劳动的特点。

在“山水田园”的大情境中，综合性主题学

习是学生学习的新样态。丰收节、金花节、锦鲤

节……每一个节日都能唤起学生格物致知的兴

趣。哪些农作物可以喂鱼？哪些花适合送给长

辈？怎么样计算一亩地的产量？哪种农作物经济

效益最高？怎样治理鱼塘里的蓝藻？学生乐此不

疲地研究着，并体会到劳动出真知，格物有乐趣

的道理。

四、“山水田园”物型价值的彰显

基于物型课程的劳动载体应当注入“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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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的教育基因，应当有价值追求。劳动教

育的根本价值在于立德树人，所以劳动教育的

载体建设也应彰显育人禀赋、树人情怀、立人

策略。

1．全域彰显劳动的全过程。

劳动教育不能空泛，要有一定的劳动对象、

劳动方式、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劳动成果。要在

课程中凝结这些要素，就要集聚校园物型，打造

有格调的劳动场所，形成大的劳动情境。只有全

过程的劳动教育（种、采、摘、食、用、养、护……），

才能培养学生的劳动意志和信念，进而起到劳

动育人的效果。

2．全心培育积极的劳动情感。

具象的劳动载体呈现出了劳动场所的“田

园诗情”，呈现出了劳动收获的“金色的田野”，呈

现出了价值无上的“劳动真光荣”的价值追求，这

些是学科课程或者手工课程所无法做到的。

当劳动有了获得感，快乐的情感才能内化

于心。在端午节，学生用湖边栽种的芦苇叶包粽

子；六一节，他们用蚕豆制作玩偶，吹蚕豆叶哨

子；读书节，他们给东篱园写童话，编绘本……

闻着田野泥土的芬芳，品味果实成熟的喜悦，用

全部感官去认知和学习，用身体丈量物理和心

灵的世界，感受着劳动的意义，劳动情感便自然

酝酿。全身心参与的劳动实践，让学生体验劳动

是辛苦的、困难的，更是快乐的、幸福的、伟大

的，进而产生认同、赞美的情愫。而劳动情感的

生发是劳动习惯养成的重要前提。

3．全力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劳动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在小学

阶段的劳动教育中，立足大地流淌汗水的劳动

有着特别的意义。当大地将鲜美的果实馈赠给

勤劳的儿童时，他们一定会对感恩这个词有更

深的理解。传统手工劳动课程更多的是丰富学

生个体的知识与学习体验，这种单向度的交流

又如何能够让学生真正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果

实呢？“山水田园”劳动课程探讨的终极话题是

过怎样的人生，看重的是劳动之于人生、社会、

世界的意义。将劳动所得惠及他人，劳动的意义

才能烛照人生。赚了钱怎么用？通过义卖农产

品，学生将“人生的第一桶金”用于敬老院的老

人们。暑假学校的动物无人照料怎么办？各班掀

起了讨论热潮，最后写倡议书给学校，要求暑期

轮流返回学校给锦鲤投食。学生还纷纷申请领

养学校的兔子，和动物朋友一起过暑假。毕业班

的学生要离开母校，怎样向师长恰如其分地表

达心意?学生采摘了百草园里的鲜花，学习插花

技艺，用一捧捧精心搭配的花束表达感恩师长

之情。花香意浓，情远缘真，毕业礼显得格外有

意义。

要在实践中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劳

动教育的物型建设应作为重点，而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田园式劳动教育载体，能彰显劳动教育

的中国特色，并让传统文化中的“山水田园”之

美为学生的成长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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