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树德、增智、强体、

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早在去年11

月，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

意见，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明确了

方向、提供了动力。

从去年开始，劳动教育在我市

各学校蔚然成风。记者从市教育局

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校

园农场。此外，还有不少学校积极

探索、开发劳动教育相关课程，定期

组织师生、家长共同开展互动性、实

践性较强的劳动教育活动。比如，

大司巷教育集团永祥学区组织学生

挖春笋、制作笋干，城西小学开展摘

辣椒活动等。

“在农场基地里体验做农活，不

仅可以让孩子体会劳动的辛苦，感

受粮食的来之不易，还可以让孩子

养成勤劳的习惯。”市教育局副局长

施晓红说，这些都是用心浇灌劳动

教育结出的硕果。

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课堂。施晓

红表示，校园农场成了学校开展劳

动教育的“好帮手”，让学生在体验

劳动的同时，形成热爱劳动、主动劳动

的意识，促进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

家校同耕是家校合力将劳动教

育落到实处的表现。接下来，市教

育局将开展农场基地的跨校合作，

让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可以体验校园

农场的乐趣。该局还将结合各学校

实际，科学设置劳动课程，让劳动

教育更加丰富多彩。此外，该局还

将明确成果考核机制，检验劳动教

育的成果，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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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农场成为劳动教育的“好帮手”

把彩色轮胎堆叠成假山，在油菜花田载

歌载舞⋯⋯前些天，附小教育集团后吴小学

的农场基地里充满欢声笑语。同学们放下课

本，纷纷来到各自班级的责任田，热切期待

“扮靓农场 摆出一个春天”最美农场评比活

动的到来。

农场里的每一块田园，都是孩子们的舞

台。活动开始后，各班学生积极热情地向评委

介绍自己班级的劳动成果。每个班都别出心

裁：用瓦罐、轮胎、手工风车、照片墙等精心装

扮，孩子们身穿各式服饰穿梭在田园中，横笛、

古筝、葫芦丝等各种乐器轮番上阵。

自学校下达装扮农场的通知以来，各班教

师、家长与孩子们亲自设计、共同合作，全校11

个班的责任地旧貌换新颜。大家在责任地里

不仅种植了各式各样的瓜果蔬菜，还用石头、

松果、竹子、木头等扮靓农场。

“我和同学们在农场种下了多肉植物，还

给轮胎涂上了漂亮的颜色。竹船上，挂着同学

们画的自画像。我们在这里播种、施肥、浇水，

细心打理，精心呵护，享受丰收带给我们的喜

悦。”二（1）班学生李欣灵兴奋地说。

不仅是学生，家长也对丰富多彩的校园活

动连声称赞。学生家长黄珍芳说：“为了评选

出最美农场，我们家长与孩子们一起铺草坪、

种蔬菜。在活动中，我不仅感受到了孩子们的

热情，也感受到了家长们的凝聚力。”

“农场是一本无形的书。同学们在农场中

种下的不仅是瓜果蔬菜，还有美好的梦想和希

望。”该校副校长徐云波说。据了解，附小教育

集团后吴小学结合地理优势，把近 30 亩的田

园作为同学们的劳动实践基地，并设置了一系

列劳动教育课程。

通过激烈的角逐，活动最终评出了阳光

农场、创意农场、魅力农场等一系列奖项。接

下来，孩子们将在这里劳作、学习、收获、成

长，期待着这美丽的农场装点孩子们的金色

童年。

美丽农场为
校园生活增添乐趣

农场变成课堂。从
去年开始，劳动教育在我
市蔚然成风。如今，我市
不少学校凭借地理优势
开展了种植果蔬等各式
各 样 的 劳 动 教 育 活 动。
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通过参与农作物的种植、
管理、采摘等过程，认知
自 然 ，体 验 劳 动 带 来 的
乐 趣 ，感 知 食 物 的 来 之
不易。

向村民租地建校园农场 将来还要实现跨校合作

劳动教育给孩子们种下“希望”的种子

附小教育集团后吴小学学生在农场里表演节目

城南小学坐落在江南街道麻车

头村，校门口正对着一大片沃土良

田，这正是当作“校园农场”的好地

方。今年3月份，学校萌生念想，策划

开展“双减赋能同耕种 家校齐心促成

长”的家校携手耕种活动。有想法后立

即行动，学校向村民租用了这片土地。

“我们班要种黄瓜和毛豆！”“我

们要种西瓜、玉米！”该校学生对种植

瓜果蔬菜充满了兴趣。然而，怎么

种、后期养护等问题难倒了一大批学

生。在生活物质如此充裕的情况下，

不少学生甚至连农作物的样子都不

认识。

家长们担任起“种植顾问”，对当

季各种瓜果蔬菜的习性与种植要求

进行了详细讲解。在各班“种植顾

问”的指导下，每班做了详尽的耕种

计划。学生们认真地观察着手中的

种子或者小苗，眼里充满了期盼与喜

悦。

只有肥沃的土地，才能孕育出良

好的果实。在播种之前，老师、家长

和学生齐心协力。你一锄头，我一铲

子，大家除草翻地，忙得不亦乐乎，田

间地头呈现一派欢乐和谐的景象。

挖坑、浇水，放入种子或小苗，将土坑

填平，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学生们全

神贯注，秩序井然，俨然一派“农场小

主人”的模样。

在各班“种植顾问”的帮助下，学

生们在自己班的园地里种下了一颗

颗“希望”的种子。由于今年春天天

气状况不太稳定，不少班级的农作物

需要“特殊照顾”，家长们就准备了地

膜、天膜，给种子盖上了“被子”，还搭

起了“温室”。

滴滴汗水，诠释劳动精髓；细心

观察，记录当下美好。参加耕种的学

生们分成了一个个小组，对耕种的每

个环节都做好细致地记录：种子的观

察、为种子做的事、自己的感受。当

所有的体会通过语言和文字表达出

来之后，所有的收获都牢牢印在了学

生们的心间。

无独有偶。同样位于城郊的人

民小学教育集团烈桥校区凭借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开垦出了孩子们心

目中的种植园。从翻土到选种育苗，

从移植小苗到浇水除草，从种植施肥

到最后的收获，孩子们在亲手劳作的

同时，劳动这颗种子也在他们心中生

根发芽。

劳动教育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城南小学学生们在除草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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