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三 本版编辑/王 蕾 本版视觉/竹建英

焦点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从本学期起，上海市实验小学

的“劳动百宝箱”正式开启。“百宝

箱”里藏着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

动、服务性劳动等三大主题，包括

“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

与营养”“家用电器使用与维护”“传

统工艺制作”“新技术体验与应用”

“现代服务业劳动”等10个任务群。

在该校，记者看到，四（5）班的

孩子正在张宇微老师带领下，进行

一场“收纳大比拼”，通过“分类、整

理、复原归位”的三步整理法，一堆

乱糟糟的书本、文具几分钟就各得

其所。在张老师看来，学习收纳，除

了让孩子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外，

更重要的是能帮助他们养成有条理

的思维方式，这是劳动赋予孩子的

独特价值。

有家长坦言，“百宝箱”开启之

初，孩子似乎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有孩子打算参加学校“劳动实践小

达人”的评比，想试着自己叠被子，

可怎么也叠不好，就想让爸爸妈妈

帮忙，给自己“挣”个好成绩。如何

唤醒孩子的劳动内驱力，解锁劳动

中的“多巴胺”，培养孩子的劳动品

格？日前，学校邀请家长代表，共同

参与“家校共育汇智坊”微论坛。

在三（2）班周芮琦家里，周末早

晨，一家三口会一起做蛋饼、切水

果、给爷爷奶奶做早餐，爷爷奶奶也

会给予芮琦充分的鼓励和肯定。“我

愿意让孩子懂得爱和给予爱，鼓励

她热爱生活，热爱劳动，成为一个有

光的孩子。”周芮琦妈妈说。

三（5）班何励如有个大他三岁

的哥哥，整理衣柜比赛、整理书桌比

赛等成了激励兄弟俩参与家务的好

方式。何励如妈妈说，这样的劳动

小挑战，一方面培养了孩子们良好

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他

们的共情能力，能体会到对方的付

出。“劳动能否起到教育的作用，核

心在于我们家长的认识，在于我们

认识劳动的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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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丽园路旁，一幢6层小楼内正在
上演“交房仪式”。接通电源，亮灯，成功！
欢呼声响起，也意味着“三室两厅”完工了。

小楼，是黄浦区劳动技术教育中心所
在地。如今，黄浦区每名中学生每学期都
会在这里接受一周的集中学习。眼前的这
一幕，发生在“智能家居”教室内。上海理
工大学附属储能中学初二（3）班的同学们
以小组为单位搭建房屋模型，设计室内布
局，并完成了智能家居布线。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提出要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与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相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日
前，记者走访申城多个中小学后发现，中小
学“劳动教育”正在悄悄变脸。

在2022上海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奖评选中，黄浦区劳技中心的《新时

代都市劳动教育必修课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研究》荣获特等奖。

“中心城区较难提供农耕式的

劳动资源，所以结合区域特点，我们

提出了新时代都市劳动教育的概

念。”劳技中心主任龚铭介绍，这样的

改变，源自一场对全区10所初高中、

约1300名学生的调研。结果显示，

诸如做一把榔头、拼一辆小车或者种

一株植物的传统劳技课已经无法满

足如今学生的需求。劳动教育，也不

是参加几次校园劳动、做几次义工、

开展几次“劳动最光荣”主题演讲就

能够实现的。同学们不喜欢“偏理论

式的”“以教师讲解为主的”劳动教育

课，他们更愿意通过“项目化”的学

习，获得更为全面、更有挑战的体验，

更重要的是，“要有成就感”。

“我们要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环

境中，完成真实的任务，得出接近真实

的产品。”龚铭说，为此，劳技中心开始

“变身”，目的是为同学们设计出一座

为终身能力发展服务的“智造工坊”，

培养“有技术素养的现代都市人”。

“智造工坊”的课程体系和相应

的教室空间布局，完全来自老师们的

原创设计。数字传媒（Digitalmedia）、

工程结构（Engineeringstructure）、

创意设计（Creativedesign）、智能

控制（Intelligentcontrol）、传统工艺

（Traditionalcraft）类的52门课程，共

同构成了“DECIT”课程体系。在《服

装设计》课程中，同学们用一周34课

时学会服装CAD制图软件，在3D人

体扫描仪等专业设备辅助下，通过量

体、打版设计、裁剪、缝制四个环节，

收获一件属于自己的汉服。阳台面

积有限，但并不妨碍同学们用高科技

的方式，享受莳花弄草的乐趣——

《自动控制》课程要求学生用电线阻

燃管搭建一个至少放置三盆绿植的

花架，并设计制作控制电路，为花架

配备一个定时定量的自动浇花系统。

“3D造物”教室内，一卷卷3D打

印耗材陆续被送入打印机，准备变身

中国风小台灯。帮助他们完成这场

变身的是储能中学高中部的同学

们。第三小组从苏州园林中找到灵

感，为作品命名为“欲买桂花同载

酒”。根据设想，“C”字形立柱和底

座构成半扇窗棂，灯笼状的小灯则悬

挂于金色云纹图案的提手上。一周

时间内，大家完成了从设计图纸到

3D建模的全过程。教室的展示柜

里，收藏了前几批学生的作品。荷花

灯、弯月灯、亭台楼阁灯……同学们

将中国风“玩”到极致。

“在一周时间内，他们要学会规

划时间，要合理应用物理课上学过的

各种知识。”授课教师孟会真觉得特

别欣慰的是，这场体验，为一部分同

学找到了专业方向。前两届学生进

了大学后告诉她，专业需要的建模和

制图的知识，自己在高中时已经有所

接触。

“晚上8点，我和爸爸妈妈在散

步，但是游乐园工作人员、商店工作

人员还没有离开他们的岗位。”

“清晨，我在睡觉，但是，环卫工

人已经起来了，为我们打扫一个清洁

绿色的环境。”

这些发现，来自静安区和田路小

学五年级同学们的小调查，“我们的

24小时和他们的一天”，是同济大学

团队和该校“未来创造家”项目的一

部分。在老师引导下，孩子们通过梳

理自己一天24小时的活动，和其他

职业24小时里的活动进行比较，发

现每个职业都在为城市建设默默付

出。此外，孩子们还会用自己独特的

视角，尝试解决各行各业的“痛点”。

比如，在“单手携带快餐包装大作战”

中，他们要为快餐店设计一款可单手

开合的汉堡盒，有孩子提出薯条盒放

在汉堡盒中，底部通过吸管连接，让

快餐包装变得更加简洁、便利；在运

动场馆，他们会思考“如何毫不费力

地捡起乒乓球”，有人模仿吸尘器的

造型，结合十字形的结构，带来“偷

懒”的快乐。

“我们要将孩子们的视野从校园

扩大到社会，让他们发现，原来，有创

意的劳动真的会让生活变得美好。”

科技指导教师杨洁菲说，在这一过程

中，孩子们从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

观察生活，发现社会真实需求。

校长张军瑾介绍，从2019年开

始，和田路小学突破传统劳动教育模

式，将创造的种子融入劳动教育。

2022年，学校研发了“创造性劳动项

目活动资源包”。如今，创造性劳动

课程作为区域课后服务课程，辐射静

安区15个学校。

多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小发明，给

校园生活带来了改变。比如，有学生

发现，不仅自己，就连一些小个子的

老师也擦不到黑板最上方。于是，有

人给黑板擦加上了伸缩杆，有人利用

雨刮器原理给黑板擦安上了马达、有

人还设计了App用上了遥控……张

军瑾说，当团队或班级的成果被采纳

并真正解决了学校的问题时，学生与

学校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

与此同时，孩子们和普通劳动者

之间的情感纽带也系得更紧。在和

田路小学，老师曾请孩子们观察普通

劳动者的手，并记录下这双手背后的

故事。孩子们发现了奶奶操持家务

皴裂的手，炒茶工人被烟火熏黑的

手，洗鞋店老板因过敏而开裂的手。

孩子们更记住了，手的主人们那一张

张质朴的、认真为生活打拼的脸庞。

在黄浦区劳技中心老师的带领

下，黄浦区的高中生们开始为周边的

公交车站设计起改造计划。学生需

要前往学校周边沿线公交车站调研，

并查阅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标准，了解

城市未来公交发展的规划。“很多学

生坦言，经历了这个过程，每次经过

一个新的公交车站，就会产生想要进

一步去了解它和改造它的想法。”龚

铭介绍，今年暑期，同学们还参与了

市规划局组织的2023年“15分钟社

区生活圈”主题征集活动，“红楼梦主

题”“儿童友好主题”等各具特色的

“口袋公园”方案，令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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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上新 动手更要动脑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文
本报记者 陶 磊 图

拓宽孩子视野 解决实际问题

养成劳动习惯 需要家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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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黄浦区劳动技术教育中心搭建家庭照明电路应用设计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