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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打扫房间真的是超级重要的

一个技能！想象一下，如果你的

房间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狗窝”，

到处都是灰尘和垃圾，那可真是

太糟糕了。如果你住在这样的地

方，可能会生病，打喷嚏、流鼻涕，

甚至还要去医院打针呢。

——樊思辰 8岁

我觉得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最重要。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事

情都做不好，比如，不会自己穿衣

服，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整理

书包，那他的生活会变得很困难。

——王鹿溪 9岁

我想学怎么切水果，每次看

到妈妈把苹果、橙子、西瓜切成一

小块一小块的，我就觉得好有

趣。我想学会了以后自己做水果

沙拉，或者给爸爸妈妈准备果

盘。但妈妈总是不让我切，她说

刀很危险，我还不能用。

——程熙哲 8岁

会 开 车 是 一 件 很 酷 的 事 ，

“咻”的一声，就能去到任何我想

去的地方。如果爷爷奶奶需要去

超市买东西，或者想出去玩，我可

以马上开车带他们去，不用等爸

爸妈妈下班回来。这样我就能成

为一个有用的小帮手了！

——樊彦亨 9岁

我在家喜欢拖地，拿着拖把

在地板上滑来滑去，就像是在滑

冰一样，特别好玩，而且拖完地

后，家里的地板亮晶晶的。但是

我特别讨厌洗碗，那些油腻腻的

盘子和碗，要洗好久才能洗干净，

感觉很麻烦。

——李怡萱 9岁

我想学习怎么照顾小动物。

但是，妈妈说家里养小动物会有

好多麻烦事儿。比如，它们的便

便到处都是，家里会又臭又脏，打

扫起来特别费劲。我很羡慕那些

住在农村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养

很多小动物。

——张晨晨 6岁

我发现很多人拿了东西就随

手一放，然后就忘记了它们应该

回到哪里。这样做真的不太好，

因为东西都有自己的家，如果我

们不把它们及时放回去，下次找

起来就很麻烦，家里也会因为这

个不好的习惯变得乱七八糟。

——唐子墨 8岁

我最近在长个子，新衣服、新

裤子很快就不合身了，但我的妈

妈手很巧，会做针线活，每次都能

帮我调整得刚刚好。妈妈还可以

把她的旧牛仔裤改了给我穿，我

也想跟她学这项技能，以后可以

自己DIY服装，还可以进行“旧衣

翻新”，省钱又环保！

——陈若菲 13岁

我最想学插花，我们一家都

很喜欢鲜花，看着妈妈修剪枝叶、

给花叶造型，搭配色彩、层次，我

渐渐明白，插花不是随心所欲地

乱摆一气，而是体现自己的审美

品位的一项手艺。我也想学习花

草组合中的构思与搭配，它不仅

是一项劳动，更是一门艺术。

——王一诺 10岁

叠“豆腐块”被子是我最想学

的一项技能，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军人。在看电视时，爸爸妈妈告诉

我，军人的内务都整理得一丝不

苟，连被子都要叠成“豆腐块”的形

状，于是，我也在家里尝试了几次，

反复对折后抚平褶皱，就是没法让

被子变得既方正，又棱角分明，我

觉得我还需要多多练习。

——吴成凯 10岁

初一时，有一次，老师给我们

布置了“织毛衣”的作业，这可把

我难倒了，只好求助妈妈。妈妈

十分热情地帮助了我，她带我去

买来毛线，耐心地教了我好多遍，

我终于织出了人生中第一条围

巾。我希望今年能独立织一条围

巾送给妈妈。

——陈宇飞 13岁

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我已

经会做西红柿炒鸡蛋和青椒炒蛋

两道菜了，但还不太会煮饭，爸爸

带着我煮过一次，他说水面高于

米粒约一个指节的位置就可以

了，我的手指太小了，可以看着锅

里的刻度加水。我觉得“做饭”比

炒菜简单多了，下次没有爸爸的

帮忙，我应该也可以完成了。

——谢静怡 8岁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马晓冰）

周末的清晨，阳光透过淡薄的云

层，纷纷扬扬地落在了窗台上。我轻

推女儿的房门，唤醒了她的美梦。她

原本惺忪的睡眼，在看到窗外洒下的

金色阳光后，瞬间变得明亮而兴奋。

“爸爸，我们去踏青吧！”她欢快地喊

道。

来到生态园，我们沿着蜿蜒的小

径漫步，两旁的绿草如茵，仿佛是大地

展开的翠绿色地毯。女儿如同一只欢

快的小鹿，在清晨的阳光中蹦蹦跳

跳。她那明亮的眼眸，像是被春天的

色彩涂抹过一般，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小径上，女儿时而奔跑，时而驻

足，仿佛在与春天进行一场亲密的对

话。她那小小的身影在绿草如茵的大

地上穿梭，就像一只忙碌的蜜蜂，采集

着春天的甜蜜。当她看到一朵漂亮的

野花时，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像发现

了绝世珍宝。她会蹲下身来，仔细观

察花朵的每一个细节，仿佛能听到花

儿们的悄悄话。

小径的尽头是一片繁茂的树林。

树木高大而挺拔，枝叶交织在一起，形

成了一片绿色的天幕。阳光透过树叶

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光斑，如同金

色的雨点。女儿在树林中穿梭，仿佛

变成了一只欢快的小鸟。她不时停下

来，聆听鸟儿的歌声，感受着微风的抚

摸。

穿过树林，我们来到了一条清澈

的小溪边。溪水潺潺流淌，水波荡漾，

清澈的小溪在耳边奏响欢快的旋律。

女儿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将手伸进清

凉的溪水中，感受着水流的脉动。她

捡起一块小石头，用力投向水面，看着

水花溅起，笑容在她脸上如花般绽放。

临近中午，我们开始往回走。女

儿突然停下脚步，眼神中流露出一丝

不舍：“爸爸，我想把春天留住。”我看

着她那真挚的眼神，心中一动，告诉她

可以制作春天的标本，把绿草红花嫩

叶留住，标本里会充满春的气息。

回家后，我们开始动手制作标本。

女儿小心翼翼地将采集到的花草树叶

铺展在纸上，好似在布置一场春天的盛

宴。她紧握剪刀，宛如一位小园艺师，

细心修剪着每一个标本的形状，使它们

更加立体和鲜活。接着，她用胶水轻轻

地将标本固定在纸上，仿佛给它们施了

一场永恒的魔法，让春天的气息永远凝

结。在她的巧妙摆弄下，花草树叶似乎

拥有了生命，活灵活现。

当标本制作完成，女儿把它们小

心地放进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如同

收藏了一整个春天的宝藏。她看着盒

子里的标本，眼中闪烁着满足的光芒，

仿佛拥有了特别珍贵的宝贝。“爸爸，

这样我就可以留住春天了。”她开心地

说道。

这个温馨的周末，我们不仅留住

了春天，更在女儿心中种下了对美好

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敬畏。“等闲

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这

个美丽的季节里，让我们一起感受大

自然的魅力，留住那些美好的瞬间。

最近，儿子总是把“我不敢，我

害怕”放在嘴边。比如，玩滑梯时，

他只敢玩矮的，稍微高一点的就不

敢去了。和小朋友比赛攀单杠，他

也不敢爬，只能待在地面看着玩伴

们。看到儿子如此胆小，我很是焦

虑。虽然我也经常鼓励他，但是收

效甚微。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儿子

额头贴了一个卡通贴纸。询问下，

儿子说这是幼儿园老师贴的，理由

是他今天敢一个人下楼梯了。我

心中大喜，原来儿子“吃”这套。于

是，我赶紧下单了同款卡通贴纸，

期待着它们能激励儿子变得更加

勇敢。

收到贴纸后，我便开始了给

儿子贴“勇气”之旅。我把贴纸

随身携带，儿子敢爬小区里的健

身架，我给儿子的额头贴上一枚

贴纸，借此鼓励他的勇气。儿子

骑车时没追上小伙伴，正欲开始

哭闹，我又赶紧再给儿子贴上一

枚勇气贴纸，激励他继续加油追

赶小伙伴。

渐渐地，“勇气贴纸”成了儿子

克服困难的能量剂，我明显发现儿

子变得更勇敢了，而我也逐渐开始

提高发贴纸的难度。

一天夜里，儿子突然高烧不

退，呕吐不止，我和先生当即开车

去了医院。由于医院不允许外来

车辆进入，先生不得不去很远的地

方停车，我只好和儿子先进了急诊

室。就诊后，医生开了抽血的化验

单。看到有抽血的项目，我不禁倒

吸一口气。按照以往的经验，儿子

每次抽血都非常抵触，需得我和先

生合力摁住。深夜的急诊室，人不

是很多，很快就轮到儿子抽血了。

可这时，先生还未赶到，我也只能

硬着头皮自己上。我抓住儿子的

右手食指，顺势把儿子的整条胳膊

放在抽血台。我左手从后方环抱

住儿子，以防他逃跑。这时儿子

突 然 说 ：“ 妈 妈 ， 这 次 抽 右 手

吗？” “是的。”生怕儿子耍花

招，我敷衍地回道，这时，我抱

儿子的左胳膊又加了一分力。“那

我自己来，我现在是勇敢的孩子

了。”说完，儿子自己把手伸了出

去，很配合地完成了采血。我惊

讶地看着儿子，疑惑于他今天的

反常。这时，儿子问我：“妈妈，

我敢自己去抽血了，我今天能得

到一枚‘勇气贴纸’吗？” 我恍然

大悟，激动地紧紧抱住儿子。

“当然，你今天值得一枚大大的

‘勇气贴纸’。”

统一的教育方法不适合每一

个孩子，我想，作为家长，我们

的任务就是找到最适合孩子的那

一条路。我深知，孩子的成长之

路充满了挑战。然而，我愿意与

孩子共同成长，携手面对并战胜

这些困难。

孩子们认为最重要的生活技能是什么孩子们认为最重要的生活技能是什么？？最想掌握的生活技能最想掌握的生活技能
是什么是什么？？哪些是孩子们想学哪些是孩子们想学，，但还不会的生活技能但还不会的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劳动技能？？
听听他们怎么说听听他们怎么说。。

陪女儿留住春天 我给儿子贴“勇气”■ 许海龙 ■ 朱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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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的在劳动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的

当下当下，，各地各校的劳动教育异彩各地各校的劳动教育异彩

纷 呈纷 呈 ，，除 了 开 设 劳 动 课 程除 了 开 设 劳 动 课 程 ，，劳 动劳 动

实践活动也层出不穷实践活动也层出不穷，，但记者在但记者在

走访中发现走访中发现，，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实际生活中还有很

多 孩 子 不 具 备 基 本 的 生 活 自 理多 孩 子 不 具 备 基 本 的 生 活 自 理

能 力能 力 。。 为 什 么 会 导 致 这 么 大 的为 什 么 会 导 致 这 么 大 的

差 异差 异 ？？ 劳 动 就 是 劳 动 教 育 吗劳 动 就 是 劳 动 教 育 吗 ？？

让我们听听专家和家长的看法让我们听听专家和家长的看法。。

劳动融入生活劳动融入生活
走出走出““打卡式打卡式””教育误区教育误区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徐海路幼

儿园发布的园内烧火做饭的视频走

红，孩子们熟练地刮鳞杀鱼、烙饼、

灌香肠、磨豆浆，引发网友关注。“它

的出圈反映了大家对这种注重实践

与生活的教育模式的认可。”成都市

锦江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教育研

究员赵洋洋说，全面加强劳动教育

已成为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的重要

课题。

各地各校都展开了一系列鲜活

的劳动教育探索和实践，并开发了

自己的校级家庭劳动清单。“在实施

过程中，一些做法科学合理，一些做

法却走入误区。”赵洋洋以成都市锦

江区天涯石小学为例，学校将家庭

劳动清单与劳动课程结合，清单内

的大多数内容孩子们都在校内学

过，回家后更多地是练习和巩固方

法技能，以及养成“自己的事自己

做”和“家里的事帮着做”的良好劳

动习惯；同时，劳动老师也会录制劳

动技能微课推送在家长群，或以学

校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给家长，让家

长指导有方，孩子劳动有法，最后在

劳动成果展或劳动技能赛中将孩子

们的收获和变化呈现出来。

而家长晓雯（化名）妈妈告诉记

者，虽然孩子学校也发了劳动清单，

老师既没有给予指导，也没说要检

查，以前学校会要求拍照上传孩子

在家干了什么活，后来要求不严，久

而久之，家长们几乎都忘了还有这

件事的存在。

对此，赵洋洋表示部分学校确

实存在“打卡式”“拍照式”等假

劳动现象，“简单粗暴地将家庭劳

动清单扔给家长，说明学校对清单

的意义没有理解到位，对老师的观

念和方法没有培训到位，对‘劳动

教育’和‘劳动’的区别没有认识

到位，还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加

强学习。”

转变错误观念转变错误观念
是劳动教育的第一步是劳动教育的第一步
“劳动教育对于孩子的积极影

响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孩子成为

独立的生活者、终身的学习者、实践

的探索者、责任的担当者、问题的解

决者、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创造者

等。”在赵洋洋看来，劳动教育具有

综合育人价值，是孩子成长的必要

途径，但目前还有部分家长对劳动

教育存在观念上的误区。

家长秋红（化名）从小生活在农

村，她记得，小时候，爷爷经常挂在

嘴边的两句话是，“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读圣贤书”；奶奶常用劳动对她进

行惩罚，告诉她“不想干，你就好好

读书”；母亲更在乎她的学习，觉得

“需要她干活的时候，她自然就会

了”。在长辈的影响和庇护下，秋红

对自己的劳动能力没有清晰的认

知，直到她成为家长，才发现自己的

劳动技能那么欠缺。

“看到被孩子弄得满屋狼藉的

玩具、图书，我想整理却无从下

手；当我和孩子单独在家，看见满

冰箱的食材，想大显身手却只会做

面条；换季时，看见满衣柜需要整

理的衣服，我只能望洋兴叹……我

才发现劳动之于生活真的非常重

要，它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技能，并

且不像妈妈所说的，需要的时候自

然 就 会 了 ， 而 是 需 要 长 期 的 练

习。”秋红说。

“家长对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处

于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赵洋洋在

调研中发现，劳动教育成为义务教

育阶段必修课程时，一些家长觉得

“没必要”，认为这和孩子的学习没

什么关系；当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会

做“麻婆豆腐”、自己整理书包后，家

长们才发现劳动课“有点意思”。有

家长说：“我儿子以前从来不吃豆

腐，但是他竟然把劳动课上自己做

的豆腐‘光盘’了。”还有家长表示：

“没想到劳动课会学习这么多内容，

现在我女儿最喜欢的科目就是劳动

课了。”现在，家长们都很支持劳动

课的开展，也会将孩子在家的劳动

过程、成果主动发送给老师。

“家长的观念需要教育工作者

去引导、交流，以及用孩子的变化和

成长来转变。”赵洋洋说。

快乐的体验快乐的体验
是劳动教育最好的催化剂是劳动教育最好的催化剂

除了日常的家务劳动，父母也

可以创造机会和孩子一起参加一些

生产劳动。“春耕、夏长、秋收、冬藏，

中国的节气时令都与耕种相关，劳

动课上学到的知识如何让孩子们更

好地理解和运用，靠听课是远远不

够的，他们需要走出课堂，亲近土

地。”清明假期，成华小学二（5）班的

几位妈妈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劳

动实践，亲子组团学习种植。活动

细则刚一发布，接龙报名的家长络

绎不绝，还吸引了其他班级的同学

和家长热情参与。

刚到田间地头，孩子们充满了

好奇，翻土、挖坑、种苗、浇水、覆

膜……一系列操作下来，家长和孩

子们不仅了解了种植的程序，也认

识了很多农作物。“这和平日在阳台

上种植一些小作物的劳动量完全不

同，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更能理解

农民伯伯的艰辛。”一菲妈妈表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无论是大人还

是孩子都需时刻谨记“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清明钓鱼又网虾，茄子南瓜味

道佳。松土浇水种地忙，铲锄挥舞

乐哈哈。”“青山绿水一农庄，桃红柳

绿菜花黄。种瓜种菜种辣椒，肥鱼

胖虾全进网。”劳动结束后，孩子们

纷纷化身“小诗人”赋诗一首，将体

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完美结合。

灏天妈妈介绍，这不是一场参

加完就结束的一日活动，之后每个

周末，孩子们都要持续跟进劳动。

在第二个周末，劳动小分队就进行

了回访。他们惊喜地发现上周种植

的幼苗，有的长高了，有的从覆膜中

勇敢地钻了出来，甚至有的已经开

花了，孩子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生命

的力量、劳动的价值。

赵洋洋说，家长既要注重培养

孩子的劳动技能、劳动习惯，更要注

重劳动意识、劳动情感的形成，为孩

子劳动品格、劳动观念的塑造夯实

基础。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警

惕“直接用劳动代替劳动教育”的片

面化问题。劳动是手段，育人才是

目的，要杜绝“重劳动轻教育”甚至

“只劳动不教育”的情况，让孩子真

正掌握劳动技能、生活技能，认可劳

动，热爱劳动。

开展劳动教育，首先要让孩子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劳动老师，孩子的许多生活技能都是从爸爸妈妈那里学来的，或者是因为爸爸妈妈

的引导而产生兴趣的。如何在家庭里对孩子进行劳动引导，我们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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