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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连续多年组织开展劳动教育
教师专业技能培训，邀请高等院校名师
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艺美术
大师进校园授课，教师们积极参与培训
学习，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全国各类
劳动教育师生作品比赛和专业技能评比
中均名列前茅，多位教师荣获省文学艺
术英华奖、哈尔滨市十大民间艺人等荣
誉称号。

采访中，一位 58岁的农村学校男老
师学缝水杯袋、学做擀面条，戴着老花镜
穿针引线，十分认真。因为有这样一群
热爱自己职业、全身心投入到专业创作
的好老师，全面助推了哈尔滨劳动教育
开展得如火如荼。同时，哈市教育局广
泛争取资源，多次组织老师参加各类培
训和比赛，老师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技
艺。先后有五所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学校
被省文化厅命名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教育基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莉

紫圆茄、朝天椒、西葫芦、小柿子……一盘盘绿油油的菜苗叶片茂密，茁壮生长。在哈尔滨市农科院智能温室内，记者眼前一大片近6
万棵菜苗是该院为哈尔滨市中小学生远程种植活动而培育，而今年已经是该项活动开展的第五年。学生认领菜苗，农业专家远程同步指
导，科学教师和劳动课教师将种植与课程相结合，种植、培土、浇水、除虫、施肥到收获，学生通过亲触、亲做去体悟劳动，明白“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今年，更多的学生开始尝试自己培育花苗、菜苗种到校园里。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才的必要途径。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工作,在基地建设、经费投入、
特色发展、教师培训等多方面给予机制保障。哈尔滨市劳动教育工作措施得力，效果显著，南岗区、阿城区入选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
区。

采访中，记者从多所学校、劳动实践基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劳动中的小事做起，在这一“变形计”中有了大转变。

●“哈尔滨市劳动教育
工作措施得力，效果明显，值
得全国学习。”时任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张承先 1995 年在
观摩了哈尔滨市的十几所学
校劳动课和 10 余处劳动教
育基地后，这样评价。

●哈尔滨市劳动教育工
作多次受到中国教育学会劳
动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的表
扬，2015年教育部网站和中
国教育报发表工作经验介
绍。

●2020年，中国教育学
会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专业
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徐长
发，在接受采访时说：“要建
立政府物资条件保障机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经验值
得借鉴，该市教育局常设装
备处（现为哈尔滨市学生发
展服务中心）基地建设劳动
技术科，下属区、县（市）设有
专门的管理科室或专人负
责，对全市劳动教育工作进
行行政指导。机构配备专人
负责，保证了劳动教育常年
有人抓，工作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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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区第二幼儿园：多
彩活动助幼儿劳动中成长

植树节活动中，孩子们亲
手种下一抹绿，体悟保护环境
的意义；全员劳动中，撸起袖
子、拿起小抹布，自己擦拭玩
具、清理杂草，感受劳动的辛苦
和快乐，传承“劳动最光荣”的
美德；社团实践中，孩子们亲身
感受从一团泥到一个杯子的制
作过程，增强动手能力，开拓思
维……该园注重生活实践体
验，充分利用园所环境、区域活
动、家园共育等活动资源，开展
劳动教育。

哈尔滨市继红小学：
学科融合，五色五育

擦桌椅、整理箱柜……在
继红小学，每周五半小时的“我
的地盘我做主”大扫除劳动成
为了“固定科目”，学生们按计
时有序而紧张地进行劳动，有
分工有协作，个个都是劳动小
能手。

评选整洁小能手、整齐小
快手、削皮小巧手、缝补小高
手……从点滴做起，尊重劳动
者；带着问题去劳动，延伸至学
习，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该校
从融合的角度开展与落实劳动
教育，将劳动教育渗透到“五
色”教育实践中。以小课堂为
点，社会大项目为线，各学科知
识经纬交织，劳动教育的思路
链接研学实践，达到知行合一。

舍利中心小学：农村
“富二代”学会劳动

每年的五月份是舍利中心
小学的劳动月，开展的劳动技
能大比拼竞赛活动让学生们摩
拳擦掌，争做“生活小达人”。

舍利小学是一所农村学
校，孩子大多为留守儿童或是
单亲寄养家庭，由于隔代抚养
和不科学的教育方式，导致不
少孩子成了“富二代”。原来，
学生日均家务劳动时间不足
10分钟，轻视劳动，也不珍惜
劳动成果。学校从日常、点滴
入手，教师及家长从教到扶到
放。从最基本的整理书包穿衣
叠被起步，到自己负责打理烹
制一顿餐食，初步满足在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必须获得的劳动
技能素养。

哈尔滨市顺迈学校：
人人争做小“义工”劳动中
找快乐

顺迈学校的学生百分百有
过做“义工”的经历。除设立劳
动基地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外，
创设“校园义务服务岗”是该校
开展校园劳动教育的重要途
径。“学生义工”中既有餐厅义
工、分发饮用水的义工、食品配
发义工等，以餐厅义工为例，小
义工除协助餐厅工作人员做好
分餐、餐具回收和相应的服务
等工作外，还协助学校监督学
生的光盘行动，对就餐学生进
行勤俭节约和不浪费一粒粮食
的教育。

该校把“学生义工”作为一
项重要的评价内容，每学期对
各个岗位优秀的义工给予表
彰、奖励。在这里，没有一名同
学讨厌劳动，大家都以劳动为
荣、以劳动为快乐。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
让劳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

哈一中每周利用午休，集
体进行校园公益劳动。从以个
人为单位，进行身边一平米的
劳动，到提升个人技能，学习包
饺子等面点技术进行培养。注
重通过劳动实践培养学生的独
立性和自主性，建立学校、家
庭、社区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共
同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劳动教育融入职教育人全
过程

哈卫校建立了劳动教育长
效机制，让劳动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既接地气，又可持
续，确保取得实效。该校师生
全员注册黑龙江志愿服务系
统，帮扶社区孤寡老人、服务疫
情一线、参加公益劳动……青
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提高学生社
会公德意识、劳动意识和服务
能力；生命教育系列活动，服务
中小学校推进普职融通，进行
急救知识培训，目前已培训
9000余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

哈尔滨精耕细作各级各类学校劳动教育实践

“植物整体分为几部分？每部
分长什么样？”在哈尔滨市大同小
学，每个参与远程种植活动的孩子
都有一本“我的观察日记”，上面记
录着养植一种蔬菜农作物从种植到
结果的全过程，有文字有绘图有照
片。在种植过程中他们敢于动手实
践，从中获得的成长不仅仅是知道
了一些农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
对生命的理解与珍视。

翻土、种苗、做记录……在香滨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们正在热火朝
天地学种植。为学生提供劳动实践
机会，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
而是走进生活，做到了生活中处处
有科学。

劳动教育，不能止于课堂，要从
上到下全面推进青少年爱劳动、会
劳动，崇尚劳动。怎么办？哈尔滨
找到了一条途径：由市教育局、市农
科院，市科协和市教育学会共同组
织远程同步种植活动。社会敞开大
门，共同育人，形成劳动教育“哈尔
滨风格”。

据介绍，哈尔滨市中小学生远
程同步种植活动，成为全国范围内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一枝独秀”。自
2017年~2021年以来，市农科院共向
全市 12 万余人次中小学生赠送了
近14万棵菜苗和300棵寒地果桑树
苗，以及 60 余万粒哈粳稻种子和
4000余颗矮生豆角种子，市科协、市
教育学会给予支持，市教育局组织
学校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践并和课
程相融合进行劳动教育,感受农耕
劳作过程，录制育苗过程，制作种植
课程，扩大农业实践范围。

参与人数从 2017 年的 23 所学
校 5000名学生，发展到今年的九区
九县 148所学校 5万余名学生。正
如市农科院党委书记宋颖所说，将

“农业+科普”这一理念上的创新融
入课堂，学生走出教室，从而将书本
知识与劳动实践深度融合，是全市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益尝试，未
来，还将根据不同学段开发设计多
样课程，让少年劳动教育插上农业
科技的翅膀。

沙画课堂上，学生自己动手创
作沙画，提高想象力、创造力同时，
对散文《荷塘月色》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和感悟；非遗体验印章课上，34名
初一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用工
具在木块上篆刻，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体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科
技创客智慧教室内，学生正在以轻
粘土为原料，配回力车底座，用废旧
矿泉水瓶做车身，开动脑力和手力
拼装，一场“谁的小车跑得快”对决
即将开战；皮艺课堂上，几组同学正
在穿针引线，学做钥匙包……

日前，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小
学生综合实践学校里，来自星光中
学的 400余名学生正在实践中学习
劳动技能，在劳动创造中获得自我
提升。

据悉，哈尔滨于 2001年开始陆
续在香坊区、道外区、平房区、松北
区、阿城区、呼兰区、南岗区建设中
小学生综合实践学校。目前，各基
地学校开设了陶艺、传统布艺、桦树
皮画、小木工、烘焙、剪纸、葫芦烙
画、传统风筝等 50余个专业。各区
教育局统一安排初中学生每学期到
综合实践学校实践学习一次，每次2
天16课时。

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学校的特殊
作用日益凸显，在提升学生动手能
力、学会使用工具、传统手工技艺传
承、创造性劳动、师资示范引领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
在种植、团建、生存教育、红色传统
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综合育人功能，
目前南岗区、香坊区、阿城区的中小
学生综合实践学校、大同小学、继红
小学、59中、三中、顺迈学校等 14所
学校被评为省级劳动教育示范校。

此外，哈市认定一批中小学生
社会实践资源单位。2019年，市教
育局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区级“中小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资源单位 40
家；2020 年遴选 2020-2022 年度首
批 23家市级“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哈尔滨市规划馆、中央书店、亚
布力阳光滑雪俱乐部、莱特飞行体
验馆、华德学院、金上京博物馆等入
选，孩子们免费走进基地参观实践，
增强劳动观念，激发创新能力。

在机制保障上，哈尔滨市教育
局建立耗材和设备补充机制，今年,
哈尔滨市政府将升级 9区综合实践
（劳动教育）基地设备纳入了民生项
目，给予资金支持。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如何让孩子尊重劳动、爱上
劳动？如何让学生在劳动教育
中感知生活、热爱生活？哈尔滨
市教育局一路探索，也在一路收
获。

采访中，在校园、在实践学
校、在家庭……记者所到之处，
实实在在感受到“人人都有劳动
教育职责；处处都有劳动教育内
容；时时都有劳动教育机会”良
好氛围，感受到劳动教育不仅是
教会学生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更是要通过劳动实践来带领学
生树立远大理想、提升综合能
力、锻炼强健体魄、形成健全人
格。劳动教育在校园、在家庭、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在学生心中
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正如哈尔滨市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王长文所强调，全市
要坚持立德树人，回归教育本
真，做到“五育融合”，要深化劳
动教育内涵，着眼落地落实，要
建立长效机制保障劳动教育稳
步发展，建构起全市崇尚劳动的
教育环境，不断开创哈尔滨市教
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不作秀不做戏
坚持朴素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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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触亲做 让更多孩子收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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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农耕。

学生认领农科院的小菜苗。

幼儿园社团烹饪劳
动课。

劳动清扫一刻钟。

我的课桌我做主。

学生在综合实践学校创作沙画学生在综合实践学校创作沙画。。

食堂小义工食堂小义工。。

学习古法草木染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