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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探索——以重庆两

江新区翠云小学校为例
桂素余

重庆两江新区翠云小学校，重庆，401120；

摘要：在“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经历价值重构与实践创

新的双重变革。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指导，构建包含生活型、服务型和生产型三个维度的劳动教

育体系，结合重庆两江新区翠云小学的实践案例，系统探讨劳动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

系统化的劳动教育实践不仅能有效提升学生劳动素养，还可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有机融合，为基础

教育改革提供创新性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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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工智能时代与“双减”政策的双重语境下，劳

动教育正经历从边缘到核心的范式转型。根据教育部 2

022 年教育统计公报，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开设率

已达 98.7%，但实践层面仍存在课程形式化、价值认知

偏差等问题。本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结合日

本劳动教育经验与本土实践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劳动教育实践体系，为新时代劳动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

撑与实践参考。

1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奠基

1.1 劳动本质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建的哲学

体系中，劳动被赋予了本体论意义：“劳动是人的类本

质”这一论断不仅揭示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更昭示

着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这种本质论投射于劳

动教育领域时，具体表现为三重实践向度：首先体现为

认知维度，劳动者通过工具运用与实际问题解决的辩证

过程，逐步实现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重构；其次表现

为社会维度，劳动作为联结个体与群体的媒介，在分工

协作中孕育出责任伦理与共同体意识；最终指向价值维

度，创造性劳动将内在潜能转化为物质成果的过程，实

质上构成了主体自我确证的核心场域。三个维度相互交

织，共同构建了个体从生存实践到精神超越的完整发展

链条。

1.2 异化劳动批判：现代教育的现实警示

当前教育场域中仍存在劳动异化现象：学校将保洁

服务外包导致教育主体性丧失，家长过度代劳造成劳动

价值认知偏差，应试导向下劳动课程形式化等。这些现

象印证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当劳动脱离人

的本质需要，便沦为单纯的技术训练。日本劳动教育的

启示在于将劳动融入生活实践，如东京都立小学的“食

育课程”，通过食材种植、烹饪实践构建完整的劳动价

值链条。

2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三维体系构建

2.1 生活型劳动：自主能力的养成机制

个人生活维度：构建“基础技能-复杂任务-创新实

践”的阶梯式课程体系。重庆翠云小学通过整理书包（低

段）、制作便当（中段）、家居改造（高段）等递进式

课程设计，使劳动技能培养契合认知发展规律。

集体生活维度：创新“班级自治”管理模式。设立

轮值劳动委员制度，通过教室美化、设备维护等集体劳

动，培育学生的公共意识与责任担当。数据显示，实施

班级自治后，学生集体荣誉感提升 27.3%。

2.2 服务型劳动：社会关系的生动建构

（1）志愿服务体系：学校构建起“校园-社区-社

会”三级联动服务网络。翠云小学的志愿者团队不仅在

校园内参与管理工作，还定期走进社区敬老院开展服务。

截至目前，学生们已累计提供超过 1200 小时爱心服务，

形成了服务与学习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2）职业体验项目：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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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小银行家”“社区规划师”等沉浸式职业体验课

程。这种将角色扮演融入实践的创新模式，使学生的职

业理解准确度提升 41.6%，成功打破了”读书只为做官”

的陈旧观念。在模拟社区规划过程中，孩子们甚至为邻

里中心设计出多个实用改造方案。

2.3 生产型劳动：创新能力的培养摇篮

（1）校园实践基地：学校精心打造“花园-种植园

-果园”三维生态实践空间。学生们通过参与作物种植、

产品加工到销售的全流程实践，不仅掌握了实用劳动技

能，更建立起对生产流程的全面理解。跟踪数据显示，

参与种植项目的学生食堂浪费现象下降 63.8%，不少孩

子还主动担任起家庭餐桌的“节约监督员”。

（2）智慧劳动创新：将现代科技引入传统劳动教

育，自主研发的“智能种植监测系统”让学生通过编程

控制灌溉设备成为现实。这种 STEM 与劳动教育的跨界

融合取得显著成效，相关成果在去年的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中摘得桂冠，部分学生的物联网监测方案已被

本地农业基地采用。

3 五育融合的育人成效

3.1 劳动筑基品德培养

“自助菜摊”实践活动成为道德教育新阵地。在蔬

菜定价、交易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验诚信经营的价值。

对比跟踪调查显示，参与项目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诚

信行为发生率提升 34.2%，校园失物招领处的归还率同

步增长 27%。

3.2 实践中启迪智慧成长

将数学测量、科学观察融入种植园规划，学生在丈

量土地时运用勾股定理，在作物生长记录中理解光合作

用。抽样测试结果表明，参与劳动课程的学生空间想象

能力平均提升 18.7 分，这一数据有力印证了实践教育

对认知发展的促进作用。

3.3 劳动锤炼强健体魄

智能手环监测数据显示，参与果园管理的孩子日均

步数达 8500 余步，心肺功能指标改善23.4%。更令人欣

喜的是，体质健康优秀率同比上升 19.5%，许多家长反

映孩子回家后主动分担家务的意愿明显增强。

3.4 劳动孕育审美创造

在“我的校园植物”认养活动中，学生们创作的 5

84 份自然观察笔记充满童趣与想象力。从种子萌发到果

实成熟的全程记录，催生出 217 件创意艺术作品，其中

多幅描绘劳动场景的水彩画作入选区级青少年美术展。

4 挑战与优化路径

4.1 现实困境的破局思考

（1）安全与教育的两难抉择。劳动教育中的安全

考量始终牵动着教育工作者的心。以翠云小学为例，虽

然校园里开辟了生机勃勃的种植园，但涉及到剪刀修剪、

器械操作时，老师们的手仍会不自觉收紧。调研发现，

近八成老师对使用工具开展劳动课有顾虑，这种担忧让

部分实践课变了味——在果树修剪课上，孩子们只能递

个剪刀、收拾枝叶，真正动手操作的机会少之又少。有

位班主任坦言：“每次劳动课前要签安全责任书，压力

确实大。”这种安全焦虑与教育目标间的拉锯战，正成

为制约劳动教育深化的关键瓶颈。

（2）评价体系的模糊地带。当前劳动教育面临“看

得见却量不准”的评估难题。翠云小学举办的劳动技能

大赛虽然热闹，但评比时主要看谁叠的被子方正、谁种

的菜苗整齐。那些看不见的劳动习惯养成、创新思维萌

芽，往往在评价中悄然流失。有位五年级学生在设计自

动浇水装置时展现出惊人创意，却因装置最终没能稳定

运行，在评比中败给了按部就班完成传统项目的同学。

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现状，让劳动教育难以与其他

学科形成育人合力。

（3）家校共育的断层危机。劳动教育的延续性在

校门口遭遇“断崖式下跌”。在翠云小学的调查中，超

过半数家庭把劳动当作惩罚手段——孩子表现不好就

罚洗碗扫地。去年开展的线上厨艺大赛，虽然孩子们兴

致勃勃晒出番茄炒蛋，但三个月后跟踪发现，能坚持每

周下厨的不足四成。有位家长在访谈中苦笑：“孩子在

学校是劳动小能手，回家连书包都要老人整理。”这种

家校认知的错位，让劳动教育变成了校园里的“温室花

朵”。

4.2 破茧重生的创新实践

（1）科技护航安全防线 ，针对安全焦虑，正在探

索“智慧防护网”建设。某试点学校在劳动教室安装的

智能监测系统，能实时捕捉危险动作——当学生握剪刀

姿势错误时，系统会立即发出语音提示。更有意思的是

虚拟实训室：戴上VR 眼镜，孩子们可以在数字果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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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修剪高大果树，系统会根据操作规范度生成安全评

分。这些技术手段既解开了安全枷锁，又让劳动教育真

正“放开了手脚”。

（2）立体评价新探索 ，正在试行的“劳动成长档

案”让人眼前一亮。每个学生都有本电子日志，记录着

从种下第一粒种子到收获果实的全过程。评价维度也不

再单一：既有同学互评的“创意之星”，也有家长反馈

的”家务能手”，还有社区盖章的”志愿达人”。翠云

小学最近尝试的”劳动成果拍卖会”更是别出心裁，学

生们用自己种的蔬菜设计爱心套餐，拍卖所得捐赠给社

区养老院，这样的实践让劳动价值有了具象化的衡量。

（3）家校社协同新生态 “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

网正在编织。某地推出的“家庭劳动任务清单”很有意

思：低年级孩子要完成“书包整理师”认证，高年级则

有“周末小厨神”挑战。社区超市开辟的“学生货架”

更是一大亮点，孩子们自己种植的有机蔬菜在这里销售，

从定价到包装全由小团队操办。有位妈妈感慨：“现在

孩子主动承包了阳台菜园，还学会了用记账本管理收

支。”

4.3 未来教育的想象空间

技术革新正在重塑劳动教育图景。某校建设的元宇

宙劳动基地里，学生们可以穿越到未来城市设计垂直农

场，或者在虚拟厨房尝试分子料理。更值得期待的是智

能助教系统，它能根据学生的劳动数据生成个性化成长

方案——比如为动手能力强的孩子推荐木工课程，为细

心周到的孩子设计护理实践。这些创新不仅让劳动教育

突破时空限制，更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劳动

价值。

5 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劳动教育正从单一技能培养转向综合育人

体系建构。本研究验证的三维教育模型，通过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为五育融合提供实践载体。未来

研究需关注劳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探索虚拟现实等技

术在劳动课程中的应用，构建虚实融合的智慧劳动教育

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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