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现在，很多劳动被智能机器取代
了，学生们的劳动内容要面对怎样的改变？

罗祖兵：劳动是人类活动的重要部分，必
定会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现在我们的物质
更丰富，技术更发达，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
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内容、劳动方
式必定也会发生变化。

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内容大致可分为两
个方面，一是传统劳动，二是体现时代特点的
新型劳动。前者如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
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农业生产
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后者如
新技术体验与应用、现代服务业劳动、公益劳
动与志愿服务等。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劳动教育

中的“劳动”和实际工作中的“劳动”是有区别
的。前者主要以“锻炼”为目的，要求通过劳
动来使学生的肢体、思想与心灵得到运用和
锻炼，故而能不使用智能设备的就不使用。
否则，就达不到“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劳动品质”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即使是在机器人扫地、洗衣机洗衣非常
普遍的时代，《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仍要求学生用扫帚扫地、用拖把拖地、
用手洗衣物等。

总体而言，劳动教育中的劳动尽量采用
原初性的内容、使用原初性的方法。当然，这
不是绝对的，一定要考虑学会了后能否在日
常生活中经常使用。

读+：实际上，劳动的意义不只是劳动本
身。在您看来，劳动对于一个人的社会性发
展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罗祖兵：劳动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
动，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孩子们通过劳动，如参与家务劳动中的
打扫房间，能够直观地了解灰尘的来源与性
质、物品的摆放规律等知识。在学校参与手
工制作劳动时，他们能明白不同材料的性质、
工具的使用方法。这种在劳动实践中获得的
认识，远比单纯的书本知识更加生动和深
刻。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锤子的
功能是在使用锤子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而
不是通过学习锤子的知识获得的。

我见过一些孩子，上大学后还是会把脏

衣服积攒一周再带回家去让父母洗，设想一
下，如果他以后组建自己的家庭，会以怎样的
方式去做家务劳动呢？又以怎样的方式去教
自己孩子劳动呢？现代科技虽然发达，但劳
动教育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科技的发展并没
有改变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培养多种能力的事
实。劳动教育能够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这
是科技无法替代的。

劳动是人们参与社会关系构建的重要方
式。在劳动过程中，孩子们会与他人产生合
作关系。当他们参与集体劳动时，会明白分
工协作的原则，了解不同劳动岗位的社会价
值和相互关系，这有利于他们在未来社会中
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成为推动
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读+：随着时代发展，劳动教育在学生的
成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罗祖兵：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面临的社
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城镇化加速，
许多农村人口在短期内变成了城市人口；二
是信息化、智能化日益普及，信息技术渗透于
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

这意味着许多孩子可能从小就缺少劳
动、缺少劳动教育，一是他们远离了农村、远
离了劳动场所，像劳动这样的实践性学习对
绝大多数孩子而言也没有机会；二是考试竞
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他们只专注于文化
知识的学习。再加上，他们可能自小就接触
并沉迷于网络，不愿意劳动。

其结果是孩子的发展越来越局限于知识
维度，越来越片面。而且由于孩子缺少劳动经
验、实践经验，导致他们学习知识多半是靠反
复记忆和练习来完成的，缺少经验的根基。更
关键的是，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
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他们的人格发
展、精神面貌等受到严重影响。

劳动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至少扮演着

三个关键角色。一是为孩子的整个成长奠定
良好的基础和底色。劳动能让孩子更加勤
劳、质朴、善良、有毅力等，这是孩子一生人
格发展的基础。就智能发展而言，通过劳
动，孩子能获得对世界、对他人的基本认识，
这是进一步发展智能的基础。二是丰富与
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我们的教育目的
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没有劳动教育，我
们所培养的人就缺少“劳”这一板块的素
养，其发展就不够全面。三是为学生的知
识学习增加活力。学生学到的知识，如果
仅仅是靠记忆和练习学会的，可能就是“惰
性知识”，不能进行灵活地运用与广泛迁
移，这会影响一个人创造性的发展。学生
在学习知识时，如果有相关的经验做基础，
那么他就会将新学的知识“挂靠”在自己的
经验之“锚”上，经验与体验又是与孩子的
身体相联系的，知识又与社会、历史相联
系，这就使得身体、体验、知识、社会、历史
联系成一个整体，知识就处于一个生态网
络之中，就有了生命力。

读+：现在与过去相比，劳动教育有哪些
不同？

罗祖兵：对比过去和现在，劳动类型的侧
重点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小学生参与较多
的是与工农业生产相关的劳动，比如到农村
去插秧、种菜、除草、收庄稼等，通过这些劳动
来体验农业生产的过程和艰辛；工业方面，学
生会参与一些简单的手工制作、工厂车间的
基础劳动等，如在学校设立的工厂车间里学
习组装零件、制作一些简单的工具等。当时
的劳动教育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生
产技能，培养基本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精
神。

现在，除了传统的生产劳动外，服务性劳
动、创造性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比重不断增
加。学生可能会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如去养
老院关爱老人、参与社区环保活动等；在学校
里进行创新实践项目，如设计制作手工艺品、
进行科学实验等；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学生还可能参与一些与数字技术相关的
劳动，如制作短视频、进行编程设计等。

另外，过去的劳动场景相对单一且具有
较强的集体性。通常是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到
农村的田间地头、工厂的车间或者学校的劳
动基地进行劳动。现在的劳动场景更加多元
化和个性化。学生不仅在学校的劳动课上进
行劳动实践，还可以在家庭、社区、科技馆、实
践基地等各种场所开展劳动。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工具和技术不断
更新，学生使用的工具更加先进、智能化。比
如在一些学校的劳动课上，学生可以使用激
光雕刻机、3D打印机、机器人等进行创作和
劳动实践；在烹饪劳动中，学生可以使用各种
现代化的厨房电器，如微波炉、烤箱、破壁机
等，这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也让学生接触到
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
和科技素养。

此外，过去的劳动教育注重让学生参加
劳动，把活儿干完就行了；现在的劳动教育，
非常注重通过劳动来教育，比如劳动前要学
习相关劳动知识与思想，劳动过程中教师要
注重示范与指导，劳动结束后要注重反思与
评价等。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要将信息技术融入其中

学会劳动的过程，就是创造幸福的过程
读+：在您看来，劳动精神具体包含哪些

方面？
罗祖兵：劳动精神是关于劳动的信念和

人格特质。依据《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劳动精神是指在劳动观念、
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质的培养过程中形
成和发展的，在劳动实践中秉持的关于劳动
的信念信仰和人格特质。”主要表现以下五
个方面：一是学生能领会“劳动是一切幸福
的源泉”“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内涵与意
义；二是继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敬业奉献
的优良传统；三是弘扬开拓创新、砥砺奋进
的时代精神；四是感知爱岗敬业、甘于奉献
的劳模精神；五是培育百折不挠、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以及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

劳动精神不同于劳动知识和劳动观念，它
是对于劳动的信念，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
表现在日常的生活行为和工作行为之中。

打个比方，如传统的“勤俭节约”精神，节
约用水用电等，不论是自家的还是公家的，不
论是处在贫寒状态还是富有状态，都要做到
节约用水用电，而且看到别人浪费，就觉得可
惜与痛心，这才是精神。

读+：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关于劳动有些
本质的东西是不变的。

罗祖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来看，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
中，劳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劳动是社会物
质财富的源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劳动是物质资料生产
的核心环节——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些意义是不变的。

人通过劳动不仅为自己满足需求，也间
接地改变世界。人通过劳动而完成生产过
程，通过劳动的产品，将劳动的产品对象化，
人才在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相互依存中得以
存在。人不劳动，就一刻也存活不下去，其本
身也就不存在了。

归根到底，人的本性是在实践中才得以
彰显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人通过劳动而改
造自然界的过程，也是人为自己确证自己的
类本质的过程，是人之为人的活动。

读+：教育部指出，全国不统一使用一种
教材，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基于劳动教育
教学的实际需要，明确劳动实践指导手册编
写要求，满足不同地区学校的多样化需求。

如何理解这种多样化需求？
罗祖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
年）和《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
都指出，劳动教育要“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
地区和学校实际，结合当地在自然、经济、文
化等方面条件，充分挖掘行业企业、职业院校
等可利用资源，宜工则工、宜农则农，采取多
种方式开展劳动教育，避免“一刀切”。

生活化原则是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原
则，当学生学会了某项劳动技能后，应该能够
运用于生活，而且应该能够长期坚持，这样才
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显然，这就
要求学生学习的劳动项目是可以经常做的，
因此劳动教育就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来组织，
即劳动教育的组织要遵循“在地化”原则。这
就是劳动教育不能全国统一使用一种教材的
根本原因。这给各地实施劳动教育留下了巨
大的自主空间和创造空间。即使是各地组织
编写的劳动实践指导手册，也不同于教材，实
践手册重在以例子的方式进行指导，而教材
通常是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

读+：在您的研究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在

劳动教育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学校或地区？
罗祖兵：在全国和湖北省范围内，有不少

学校和地方劳动教育做得非常出色。就我个
人实际接触到的情况看，武汉市汉阳区郭茨口
小学和武汉市洪山区的劳动教育都做得不错。

郭茨口小学是汉江边的一所小学，有着
天然的开展劳动教育优势。他们充分利用自
己的区位优势，深入挖掘汉江流域四大圣人
即“纸圣”蔡伦、“医圣”张仲景、“木圣”张衡、

“茶圣”陆羽的劳动经验及其智慧，构建了四
大劳动教育资源体系：纸艺创作中心、中草药
种植园、Y次元密室和茶艺匠心阁；在组织学
生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三类智慧劳
动技术，即感知技术、制造技术、计算技术，很
好地实现劳动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信
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洪山区打造了“做·享”劳动教育体系，将
劳动教育的目标定位为让学生“愿做”“会做”

“慧做”和“创做”，这大致对应着劳动的四大
核心素养。洪山区的劳动教育体系非常明
确，比如将洪山菜薹作为各年级必学的劳动
教育内容，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要依次经历
洪山菜薹的认识、了解、烹饪、种植、繁殖、改
良以及认识其经济价值等。

智能机器帮忙，我们仍要动手做家务

【
访
谈
】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基础教育劳动教学指导专委会委员罗祖兵：

智能时代，为何还要求学生用扫帚扫地
□记者马梦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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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劳动教育不是没苦硬吃

她采桑、养蚕、缫丝、做大漆、锯木材、建衣帽间……劳作时
她不说话，却像一位田园诗人，创作过程如行云流水又自然而然。

对，她就是最近复出的又美又飒的李子柒，我们在视频里
看到她日出而作，历经冬夏，她的作品生动诠释了劳动创造美
好，勾起我们基因里勤劳、向善、向美的耕读灵魂。

也许你会说“这个世界是懒人推动的”，我认可你的幽默
和夸张，人们为了提高效率，往往会开动脑筋发明和创造新工
具、新技术。但这并不表示“懒惰”是一种美德，而是说人们追
求效率和便利的动力成为创新的源泉。

现在的问题是新时代的劳动课，要怎么上、怎么教？孩子

问，现在有扫地机器人，为何还要求我们在学校用扫帚扫地？
李子柒学漆过敏全身红肿，为何她还要坚持用这种土办法？劳
动教育是不是没苦硬吃？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
力。本期《读+》专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基础
教育劳动教学指导专委会委员罗祖兵，他告诉我们，现在智能
化发展迅速，学生的劳动仍是必须亲自动手做事。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教育在与时俱进，劳动教育也要
同步前进。新时代劳动教育有哪些变与不变？这是需要用实
际行动回答的时代之问。 王永芳

近日，不少中小学开展秋季劳动研学，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田间地头感受秋收的喜
悦。武汉市中法友谊小学开展农事体验活动，
拿起镰刀收割稻谷；蔡甸区第六小学的孩子们
了解小动物的生活习性和饲养方法……2022
年，在答复“关于将《劳动教育》教材纳入教科书
目录”时，教育部指出，劳动教育主要以实践为
主，全国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全国不统一使用一
种教材，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基于劳动教育
教学的实际需要，明确劳动实践指导手册编写
要求，满足不同地区学校的多样化需求。

劳动课已经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必修
课。近年来，各个学校按教育部的要求，将劳动
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因地制宜，积
极实践。长江日报《读+》记者专访华中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劳动教育分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劳动教学指
导专委会委员罗祖兵，他表示，劳动教育属于实
践育人，通过以身塑心的方式来育人，对学生产
生终生影响；即使现在智能化发展迅速，劳动仍
是必须亲自动手做事。劳动教育影响人的一生

罗祖兵至今记得他小时候劳动的场景。
他的学校在十堰市竹山县，印象最深的

是每年的植树节，老师带着他们去山里植
树。那时候山里的树苗也多，他和同学们每
次都找不同种类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树苗，兴
致勃勃地扛着锄头上山挖坑、植树、浇水。他
总记得当年种下的香椿树、杉树等，如今应该
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学校也有随时可以劳
作的地方——校园背后有很大一片土地，每
学期，他们都有两三天不上课，在老师的带领
下去地里种土豆、玉米、白菜或者高粱，几乎
每个季节都有收获的成果，别提心里有多美。

罗祖兵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从此劳动
就是教育的一个部分，学校有专门的劳动基
地，回家后和父母一起干活儿。

进入新世纪，劳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弱化现象，但它并没有消失。

他分析了当前全面而深入地实施劳动教
育存在以下挑战。一是长期存在的考试压
力，使教师和家长形成了只抓分数的“教育惯
性”，全面推进劳动教育一时难以被真正接
受。二是劳动教师的专业化问题。现今青年
教师都是独生子女那一代，他们自己小时候
几乎没有劳动过，他们不会劳动，亦无法指导
学生进行劳动。学校难以配备专门的劳动教
师，劳动教师的劳动教育素养难以提升。三
是劳动基地的问题。以前每所学校都有自己
的劳动基地，因此组织学生进行劳动非常方
便。现在，很多学校没有劳动基地，而且对于
绝大多数学校而言，重建劳动基地已经不可
能了。

劳动教育“育身”亦“育心”

罗祖兵认为，教育主要有两种育人方式，
知识育人与实践育人。知识育人是从学习知
识开始进行育人，它主要是通过学习知识、理
解知识、内化知识、运用知识等方式实现知识
的教育价值。实践育人则是从实践开始，通
过做事来实现人的发展。这种育人方式是通
过生长、生成来实现人的发展，即通过“内生”
的方式促进人的发展。

知识育人是通过以心塑心的方式实现人
的发展，重在发展心；实践育人，则是通过以
身塑心的方式来育人，在此获得发展的既有
身，亦有心。实践育人方式带来的是全身心
的发展，其对人的影响是终生的。

劳动教育必须让学生有充分的身体参
与。有些时候，罗祖兵会因为看见一些“假”
劳动而痛心。比如同一块地，一批学生来
了，种植农作物，另一批学生来了，拔掉作
物，种植果树……这种劳动虽然让学生出力
流汗了，但没有让孩子看到劳动的价值与意
义。再比如组织孩子去采茶，就不能只是摘
一把茶叶就走人，而应该有一定的任务量，
比如摘 1000 克叶子，或者摘 3 小时等。纯粹
表演式的劳动、体验式的劳动，不仅不能起
到教育的作用，还会让孩子形成弄虚作假的
不良品质以及劳动很好玩、很轻松的错误劳
动观念。

在罗祖兵看来，让劳动教育真正完成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应不折不扣地贯
彻国家的劳动教育精神，一是要认真上好、上
足每周一课时的劳动课；二是要组织好每学
年的“劳动周”活动；三是要有计划地组织好、
安排好学生的课外劳动、校外劳动；四是要协
调家长、社会力量等，积极配合学校实施的劳
动教育，甚至是自主、主动地给孩子安排一些
适当的劳动任务；五是要加强宣传与引导，尤
其要做好家长支持孩子劳动教育的工作，在
全社会形成重视劳动教育的氛围。

罗祖兵

武汉市洪山区的孩子们，劳动课要经历洪山菜薹的认识、了解、烹饪、种植、繁殖、改良以及认识其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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