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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巧英

劳动教育是大中小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合理
地开发劳动教育课程资源，使之能够满足学生全面发展
的需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目前，小学劳动教育课
程资源有限。为解决现有资源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制
定资源开发和利用策略，加强校内外劳动教育课程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提高劳动教育效果。

一、学校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学校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教育给学生

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平台，因此，对学校课程资源进
行充分开发与利用尤为重要。学校课程资源的优势较为
明显，教育性、安全性更强。教师需要加强对学生的引
导，从而完成设定的劳动教育任务。如在开展劳动教育

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以视频的形成
直观呈现，当学生理解教材内容后，再组织学生进行实践
劳动。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劳动，提高学生的劳动
素养和实践能力，以便将学校课程资源的价值充分发挥
出来。

二、家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家庭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课程资源，家庭课程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不仅对孩子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关
系到孩子一生的发展。教师和家长应密切合作，利用丰富
的家庭课程资源，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教
师应鼓励家长开发利用各种家庭课程资源，为孩子开展各
种科学学习和探究活动提供支持。家长应以身作则，注重
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进行教育引导，帮助孩子掌握一些生
活技能。比如吃完饭教孩子擦桌子，家长可以先给孩子示
范一下：把擦桌布清洗干净—将桌面上的脏东西擦干净—
清洗擦桌布—再次擦拭。孩子知道这些步骤后，再实际操
作几次，就熟练掌握擦桌子的方法了。

三、社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劳动教育，不仅需要学校、教

师、家长的通力合作，还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社会课
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学生的身心发展、人格的健全有着
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学校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图书
馆、博物馆、植物园、医院、商场等社会课程资源，为学生
构建一种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一个多渠道学习知识并
付诸实践的机会，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思考人生、认识自
我。

四、开辟校外实践基地，加强对实践资源的整合
组织学生开展劳动实践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艰苦

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
健康成长。劳动实践基地日渐成为学生锤炼素质、增技
强能的“活课堂”。在劳动教育中，学校可以开辟校外实
践基地，和附近的养殖户、种植合作社等合作，开展多样
化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参与到劳动中。比如：组织学生到
葡萄种植园进行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清理田间的
杂草、学习葡萄种植技术；带领学生到养鸡场、豆腐加工
厂等地参观考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

（作者单位：冠县定远寨镇联合校）

如何开发利用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资源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间隙，湖南省人民医院常务
副院长向华委员不忘发个信息，为康复期的一名少年鼓
劲儿。

2023年9月，这名高中生因为叛逆自伤。向华把他
从黑暗中拉了回来。如今，少年已经能扶着拐杖走路。

“向伯伯，今天痛得厉害。”“那证明你快好了，痛感神
经都恢复了。”

医卫界别小组会上，向华讲述了这个故事。“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问题是大事。”向华说。

随即，不少委员表达了共鸣。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季加孚委员说，他眼

下最关注的就是提升青少年人群心理健康问题防治水
平。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和共病
研究院院长李为民委员注意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
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不是学校一方的责任，也
不是到医院就能马上治好，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医院、
社会等多方合作共治”。

2023 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七部门印发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
划（2023—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教育及相关部门做了
不少有效探索。

“有进展，但还有差距。”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委员
说。

医卫界别委员们关心的话题，在教育界别委员的讨
论中继续深入。

“让孩子多睡一会儿”“课间走不进操场，不能在走道
停留，甚至在教室只能坐位置上”“身体素质、人际交往、
心理韧性走向弱化”“现有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法规
柔性有余、刚性不足”……

你一言，我一语。他们是教育界的专家，也是家长。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

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委员说，呵护学生身心健康，是
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个孩子享有良好教育的基础。

如何呵护这份健康？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教科
卫体委员会组织赴云南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调研，
张志勇在调研中有了新收获。

他向委员们分享了一所中学的故事。这所中学重视
通过户外运动、群体活动帮助一些学生缓解焦虑，改善身
心健康状况。孩子们每天睡眠9个半小时，1/3是室外活
动课，读书分享、音乐沟通、对话校长，收获足够的安全感
与主体意识。

“爱，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中。我们需要
努力接纳每个孩子，帮助学生建构良好的社会关系，感受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并认知自己的主体价值。”张志勇说。

除了爱，还要科学施策。

有的地方心理健康教育长期开展，却并未明显减少
青少年群体的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厌学等情况。倪闽
景指出，以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成因机理综合研究为基
础，以开展广泛的社会科普、正确认识心理健康为先，以
全社会积极预防为主、以学校心理健康体系建设为辅，并
建设心理疾病检测网络与治疗应急机制，才是综合治理
之道。

从优化“系统治理”链条的角度，委员们提出不少解
决方案。

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刘爱平委员指出，
应着力形成倡导全面发展的育人共识，纠正“中考分流就
是提前预知人生失败”“考不上名校这辈子就完了”等错
误评价体系，缓解学生、家长、教师的焦虑情绪。

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委员建议，由学校牵头，
建立家—校—医院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监测管理
体系，确保相关信息的顺畅沟通。

7日下午的教育界别协商会议上，来自教育部等部委
的相关领导，积极回应委员关切。

教育部列出新一年20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重点任
务，包括建设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平台等；中宣部将加
强顶层设计，起草有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文件；中央网信
办将持续开展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网上引导；国家卫健
委将继续做好相关专业医师培训，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科
普宣教。 据新华社

探寻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最优解”

2022年超3.9万亿元、2023年超4.1万亿元、2024年
超4.2万亿元……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的
预算报告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规模逐年上
升，令人瞩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
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表示，以教育强国建设支
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
动。

这笔教育支出将如何使用？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重点涵盖加

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支持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落实学生资助政
策、促进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
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等诸多方面。

其中，基础教育方面安排诸多举措：多渠道增加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
展；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安排120亿元，支持改善县域普通
高中基本办学条件；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安排723亿元，减
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等。

据新华社

超4.2万亿元！

今年我国教育支出继续增加

3月11日，在山东省高密市凤鸣实验幼儿园，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在校园里栽种树木。
植树节到来之际，各地开展植树活动，为大自然增添新绿。 新华社发 李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