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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学劳动教育的经验与思考———以普格县 Ｍ 中学为例
艾瑞雪

(安徽师范大学ꎬ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精神面貌、价值取

向和技能水平ꎮ 劳动教育在促进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社会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普格县 Ｍ 中学结合

自身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特点ꎬ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民族特色鲜明的劳动教育ꎬ使学生在劳动中锻炼、成长ꎬ取得了一些成

效和经验ꎮ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中学劳动教育ꎬ需进一步认识劳动教育的深刻内涵ꎬ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课程ꎬ完善劳

动素养评价体系ꎬ以实现更好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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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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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要
求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ꎬ全党全社会必

须高度重视ꎬ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劳动教育[１]ꎮ
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的手段ꎬ也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ꎮ ２０２０ 年是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ꎬ劳动教育

对促进贫困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社会经济增长、
民生改善具有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习近平总书

记专程赴四川凉山深度贫困地区考察时强调:“最

重要的ꎬ教育必须跟上ꎬ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ꎮ”民族地区的振兴需要靠人才ꎬ人才的全面发展

离不开教育与劳动的结合ꎬ教育怎样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ꎬ已成为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息息相关的大问题ꎮ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ꎬ是中国最

大彝族聚居区ꎮ 普格县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ꎬ曾是

一个农业人口占 ９２ ７％的深度贫困县ꎬ共有 ７ 所农

村中学ꎮ 普格县 Ｍ 中学是普格县唯一的一所民族

重点寄宿制初级中学ꎬ被列为四川省“十年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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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项目学校ꎮ 普格县 Ｍ 中学地处县城高山ꎬ人烟

稀少ꎬ植被贫瘠ꎮ 学校根据自身条件实施“劳动建

校”ꎬ因地制宜发展劳动教育ꎮ 与其他中学相比ꎬ该
校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更具有代表性ꎮ 因此ꎬ在
总结普格县 Ｍ 中学劳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ꎬ也提出

了对农村中学劳动教育未来发展的思考ꎬ以期为一

般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劳动教育发展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和发展思路ꎮ

一、普格县 Ｍ 中学劳动教育现状分析

普格县 Ｍ 中学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文化特点ꎬ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ꎬ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民族特色鲜明的劳动教育ꎬ使学生在劳动中得到锻

炼和成长ꎮ
(一)因地制宜:开垦荒地ꎬ建立“蔬菜种植基地”

为了控制黄沙飞扬ꎬ普格县 Ｍ 中学根据现有的

地形ꎬ对荒地进行复垦ꎬ并在荒地上种植蔬菜ꎮ 教

师带领学生轮流维护和管理菜地ꎮ 蔬菜成熟后ꎬ学
生会在教师的指导下采摘ꎬ采摘的蔬菜将直接送到

学生食堂ꎬ成为学生餐桌上的饭菜ꎮ “蔬菜种植基

地”不仅绿化了校园、缓解了校内物资短缺的问题ꎬ
而且让学生得到了劳动培训ꎬ吃到了自己种植的蔬

菜ꎬ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ꎮ 每年学生毕业时ꎬ他们

都会为学校种一棵小树ꎬ寓意为“希望之树”ꎮ
(二)合理规划:圈养家畜ꎬ举办“彝族特色养猪场”

普格县 Ｍ 中学根据山上地广人稀的特点ꎬ建立

了养猪场ꎬ由专人管理ꎮ 在教师和饲养员的带领

下ꎬ学生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养殖活动ꎮ 学生们负

责清理猪圈和喂猪ꎮ １１ 月的“彝族年”是整个彝族

自治州的盛大节日ꎮ 彝族家家户户都会杀猪、做腊

肉、装腊肠ꎮ 学生们自己照管的“彝族特色猪”此时

将集中屠宰ꎬ用来改善贫困留守儿童的伙食ꎮ
(三)因势利导:集体打扫校园“工作区”

为了节约昂贵的保洁成本ꎬ普格县 Ｍ 中学根据

实际情况实行“工作区”保洁制度ꎮ 学校将校园划

分为 ７２ 个区域ꎬ每个班都认领自己的“工作区”进

行清洁工作ꎮ 课表上专门预留时间让学生打扫“工
作区”ꎮ 学生们早上 ６:３０ 起床ꎬ６:４５ 做早操ꎮ 在这

１５ 分钟里ꎬ他们需要洗漱ꎬ铺床ꎬ打扫宿舍ꎮ 清洁时

间为每天上午 １０:００—１０:３０ꎬ下午 １:００—１:３０ꎮ 通

过让学生自己打扫校园ꎬ既锻炼了他们的身体ꎬ缓
解了资金短缺的问题ꎬ又增加了学生对校园环境的

热爱ꎮ

二、脱贫道路上的劳动教育经验

普格县Ｍ 中学根据自身特点ꎬ开展了一系列的劳

动教育ꎬ取得了一些成效和经验ꎮ 这些经验不仅适用

于普格县ꎬ而且对其他农村地区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ꎮ
(一)劳动认知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的认识

劳动是教育的重要手段ꎮ 劳动与教育结合的

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劳动与教育的拼凑ꎮ 在学校里ꎬ
让学生从事一些劳动ꎬ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劳动教育

的要求ꎮ 劳动教育不仅需要劳动ꎬ更需要教育意义

和教育效果ꎮ 马卡连柯认为ꎬ在让学生劳动的过程

中ꎬ如果没有教育ꎬ没有平行的政治思想教育ꎬ那么

劳动就成了虚无ꎮ 他认为ꎬ没有教育意义的劳动只

是一种“肌肉活动”ꎬ不等于劳动教育ꎮ 他指出劳动

固然能够帮助人的筋肉发展ꎬ但更重要的ꎬ它应该ꎬ
而且可能帮助人的精神的、智力的、政治的、道德的

发展ꎮ 能够起这种作用的劳动ꎬ才是我们所要求的

劳动教育[２]ꎮ 换言之ꎬ在生产工作中ꎬ要把教育任

务放在主要位置ꎬ不能偏重于狭隘的生产ꎬ忽视对

学生的教育ꎮ
普格县 Ｍ 中学实施“劳动建校”战略ꎬ师生共同

改善校园环境ꎮ 马卡连柯认为ꎬ只要不影响学生的

正常学习ꎬ而且为学生体力所能胜任的劳动是必要

的、有好处的ꎮ 但是在举办各类劳动活动的过程

中ꎬ不能仅仅发展学生筋肉或视觉、触觉等认识手

段ꎬ仅仅发展手指动作是远远不够的ꎬ劳动的最大

益处还在于培养学生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ꎮ 这

种精神的发展是由和谐一致的劳动产生的ꎮ 在任

何情况下ꎬ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和社会的

教育ꎬ就不会有教育的好处ꎬ而成为不起作用的一

种过程ꎮ 在采访该校班主任的过程中ꎬ在谈到对劳

动教育的看法时ꎬ班主任回答说ꎬ普格县 Ｍ 中学不

仅有扫地、种植等具体劳动活动ꎬ还对学生的劳动

思想和劳动精神进行了专项教育ꎮ 在访谈曾在该

校支教一年、担任班主任和历史教师的研究生支教

教师时ꎬ他提出该校的劳动教育“不是纯粹让学生

打扫卫生” “有更深层次的劳动教育目的”ꎮ 要知

道ꎬ劳动是教育的重要手段ꎬ但并不是任何劳动都

能发展学生的种种体力、智力方面的才能ꎬ并不是

任何劳动都能成为教育的手段ꎬ要进行劳动教育必

须注意劳动中的政治思想因素、组织因素和知识因

素[３]ꎮ 普格县 Ｍ 中学在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过

程中ꎬ既重视劳动的生产功能ꎬ又重视劳动的教育

功能ꎬ能在劳动活动中很好地教育学生的思想ꎮ
(二)劳动技能教育:以提高学生劳动技能和素质为

重点

一般来说ꎬ劳动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年轻一代的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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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态度、习惯和技能ꎮ 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年轻

一代的劳动态度ꎬ培养他们对劳动的社会主义态

度ꎮ 一个人的和谐全面发展、富有教养、精神丰富、
道德纯洁ꎬ所有这一切ꎬ只有当他不仅在智育、德
育、美育和体育素养上ꎬ而且在劳动素养、劳动创造

素养上达到较高阶段时ꎬ才能做好[４] ꎮ 劳动素养ꎬ
是指人在精神发展上达到这样的阶段ꎬ不为公共

福利而劳动就觉得无法生活ꎬ这时劳动使他的生

活充满高尚道德的鼓舞力量ꎬ从精神上丰富着集

体生活ꎮ
普格县 Ｍ 中学十分重视学生劳动技能的培养ꎬ

如建立专门的“蔬菜种植基地”ꎬ邀请有经验的菜农

指导学生种菜ꎻ举办“彝族特色养猪场”ꎬ其中专门

技术人员负责指导乳猪的护理工作ꎻ“值周教师”指
导学生打扫校园卫生ꎮ 虽然这些举措对学生劳动

技能的提升有很大帮助ꎬ但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也

不容忽视ꎮ 该校生物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ꎬ“比
如以生物学科来说ꎬ我们在课本上会讲到好多农作

物的种植知识ꎬ比如缺乏各种无机盐ꎬ作物可能会

得哪些病害? 再比如ꎬ作物ꎬ果树ꎬ花卉的扦插ꎬ嫁
接技术ꎬ同学们都可以理论联系实践ꎬ周末在家操

作ꎮ 因为同学们大多都是农村的ꎬ他们可以回家实

地进行实践操作的ꎮ 但是也有不足ꎬ比如回家了ꎬ
那么没有老师的解答与指导ꎬ同学们可能不能很好

地应用ꎮ 总的来说ꎬ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比较多ꎬ无
论是哪方面的劳动教育ꎬ都要培养学生热爱劳动、
尊重劳动的情操”ꎮ 普格县 Ｍ 中学在对学生劳动技

能的培养上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ꎬ学生在课堂教学

中也能理论联系实际ꎬ在培养学生爱劳动、爱奉献、
热爱集体的劳动素养方面也给予了重视与引导ꎮ
劳动教育并不仅仅是技能的教育ꎬ更是“劳动素养”
的教育ꎬ二者缺一不可ꎮ 普格县 Ｍ 中学重视劳动技

能培养ꎬ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素质ꎮ
(三)劳动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自豪感

劳动的崇高意义在于ꎬ一个人能在劳动的物质

成果中体现自己的智慧、技艺、对事业的无私热爱

和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人ꎮ 只有当一个人

意识到劳动中有比获得物质满足更重要的东西ꎬ即
精神创造和发挥自己的才能ꎬ劳动才能成为幸福的

源泉ꎮ 劳动教育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劳动

可以使自己的天赋发挥得更全面、更明显ꎬ劳动会

带给他精神创造的幸福ꎮ 通过向学生揭示劳动的

社会意义和创造意义ꎬ使他们体会到自豪感、荣誉

感和尊严感ꎬ从而使劳动进入他的精神生活ꎮ 在劳

动教育中ꎬ学生的劳动成果固然重要ꎬ学生的劳动

情感体验也不容忽视ꎮ 劳动教育需要学生在劳动

过程中体验到满足感和自豪感ꎮ 如果学生在劳动

过程中感到痛苦和压抑ꎬ或是想要逃避劳动ꎬ那么

这样的劳动教育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ꎮ
普格县 Ｍ 中学将学生“打扫卫生”作为学校的

常态工作ꎬ有专门的“教师值周团队”负责监督学生

打扫卫生ꎮ 之后ꎬ会检查学生是否打扫干净ꎬ如果

不符合标准ꎬ将要求他们再次清理ꎮ 在采访该校班

主任时ꎬ班主任提到“我个人觉得劳动教育是非常

好的ꎬ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ꎬ让学生拥有

更强壮的身体ꎬ因为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ꎮ 也可

以让学生了解劳动的意义ꎬ明白他们的父母生活的

不容易ꎬ形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等等”ꎬ从中可以看

出ꎬ学校不仅注重学生的劳动结果ꎬ即校园是否清

理干净ꎬ同时也十分重视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情感

体验ꎮ 在对学生的采访中ꎬ当被问及“打扫教室的

感觉如何”时ꎬ学生们说:“感觉嘛还是挺好的ꎬ为同

学和老师服务还是有点光荣感的”“有种满足感ꎬ因
为我让同学们走过我扫的地时感到舒服”ꎬ当被问

及扫地的感觉时ꎬ一些学生说他们“经常扫地”ꎬ“我
感觉扫地挺好的啊ꎬ有时候我感觉在学校扫地还挺

好玩的”ꎮ 学校在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供学生打

扫卫生ꎮ 按照正常的打扫进度ꎬ这样的时间是比较

充足的ꎮ 劳动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以及热爱劳动人民的真实感情ꎮ 培养这种情感

的最好方法是让学生参加一定的实践工作ꎬ从实践

中激发他们的真情实感ꎮ

三、对农村中学劳动教育的未来发展思考

普格县 Ｍ 中学曾身处贫困山区ꎮ 该校根据自

身特点ꎬ积极探索劳动教育ꎮ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ꎬ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ꎮ 在总结该校劳

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ꎬ也要反思其不足ꎬ以求更好

地发展ꎬ为该校劳动教育增添色彩ꎬ为其他农村地

区初中生的劳动教育提供参考思路ꎮ
(一)进一步领会劳动教育的深刻内涵

学校需要进一步理解劳动教育的深刻内涵ꎬ引
导学生做好思想准备ꎬ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ꎮ 这种

素质取决于学校的整个教育工作体系(包括教学、
获取知识、掌握实际技能和技巧)ꎮ 劳动教育是国

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ꎬ是学生成长的必由之路ꎮ
它具有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综合教育价值ꎮ 实施劳

动教育的重点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

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ꎬ使学生动手

实践、出力出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ꎬ培养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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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素质ꎮ 劳动教育既是年

轻一代参与社会生产的实践训练ꎬ也是德育、智育

和美育的重要内容ꎮ 苏霍姆林斯基提出ꎬ“如果认

为只要在教学计划里规定一定的课时ꎬ让学生到教

学工厂和教学实验园地去劳动ꎬ并讲授一门生产基

础课程ꎬ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地使学生做好参加劳动

的准备ꎬ那实在是很幼稚的想法ꎮ”一个人可能学会

了做某一行工作并且做得不差ꎬ但是他可能并不热

爱劳动ꎮ 所谓培养学生做好参加劳动的准备ꎬ首先

是指形成学生的道德面貌ꎬ即学生已经对某一种劳

动有了一定的经验ꎬ能够自觉地参加劳动ꎬ从而有

意识地确定了自己从事这种劳动的志向ꎮ 学生在

进行劳动之前ꎬ先要做好“劳动准备”ꎮ 学生的“准
备”过程不是自然形成和发展的ꎬ需要学校的引导ꎮ
学校既可以关注学生劳动活动是否丰富、劳动内容

是否充实ꎬ也可以关注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思想政

治教育ꎬ引导学生树立热爱劳动的积极思想ꎮ
劳动教育的成功ꎬ确实需要有适当的物质基

础ꎬ需要给学生恰当的确定劳动项目ꎬ但同时也要

靠教育上合理的教育工作形式和方法ꎮ 对学生进

行劳动教育的前提是引导学生做好“劳动准备”ꎬ首
先要使学生明确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劳
动创造社会、劳动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与文化ꎬ劳
动能使人进步与发展ꎬ要让学生了解到劳动对于人

的重要性ꎮ 学校要在各科科目中根据实际情况灌

输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的积极思想感情ꎬ
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劳动人民是人类历史的真正

创造者ꎬ没有劳动ꎬ就没有今天的美好生活ꎬ促进学

生对劳动人民的理解ꎬ激发学生对劳动的好奇心ꎬ
鼓励学生主动参加劳动ꎬ主动了解劳动的过程ꎬ积
极解决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ꎬ培养学生积极探索

的勇气ꎬ为学生参加劳动活动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ꎮ
(二)研发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课程

劳动教育不等于简单的劳动活动ꎬ仅仅让学生

参与劳动活动远远达不到劳动教育的效果ꎮ 学校

要整体优化劳动教育课程ꎬ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人

才培养计划ꎬ形成全面、实用、开放、针对性的劳动

教育课程体系ꎮ 在劳动课程体系建设中ꎬ要确保教

学大纲和课程标准设计及制定的科学性、针对性和

有效性ꎬ明确课程目标、课程任务和课程方法ꎬ建立

多种模式ꎬ全面整合劳动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不同

学习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劳动教育实习制度ꎮ 其他

学科的劳动教育内容应适当整合ꎬ包括家庭劳动、
宿舍劳动、志愿者活动、社会服务等劳动教育活动ꎮ
初中有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ꎬ这些课程具有一定

的可操作性ꎬ学生可以在这些课程中做实验ꎬ探索

科学的奥秘ꎬ将劳动教育与科学实验相结合ꎮ 比如

在物理实验中ꎬ探索如何移动物体ꎬ化学实验中如

何施肥可以使植物长势更旺盛ꎻ在生物实验中ꎬ探
索如何智能育苗更省力ꎮ 在科学实验中ꎬ要通过劳

动创新ꎬ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ꎮ
学校引进了大量的花草树木来绿化校园ꎮ 铺

设人工草坪和植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ꎮ 鉴于这

种情况ꎬ学校可以逐步把花草树木的照顾转交到学

生身上ꎮ 将植物管理与生物、化学课相结合ꎬ传授

学生专业知识ꎮ 学生可以根据花木介绍卡来科学

看护花木ꎬ了解各种花草ꎮ 引导学生对操场上的塑

胶跑道和人造草坪进行维护ꎬ让学生知道运动器材

来之不易ꎬ增加学生对公共器材的热爱ꎮ
(三)完善劳动质量评价体系

学校要完善劳动质量评价体系ꎬ将劳动素养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ꎬ制定评价标准ꎬ建立激

励机制ꎬ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和成果展示、劳动竞赛

等活动ꎬ全面客观记录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ꎬ加
强实际劳动技能和价值体现情况的考核ꎮ 普格县 Ｍ
中学请专门种地的农民指导学生种菜ꎮ 虽然农民

可以教学生种植技术ꎬ但有时很难把耕作和劳动教

育结合起来ꎮ 学生只能学习一些蔬菜种植技术ꎬ但
不能在劳动活动中提高劳动质量ꎮ 学校 ２００ 多位老

师可能对自己的教学科目很精通ꎬ但他们却不精通

菜地管理ꎬ平时只对学生起监督作用ꎬ不能起到引

导作用ꎮ 在学生劳动素质评估前ꎬ可以对各学科教

师进行农业知识培训ꎮ 农村教师不仅要有科学的

头脑ꎬ更要有农民的本领和改造社会的精神ꎮ 这

样ꎬ教师就具备了专业评价学生劳动素养的能力和

水平ꎮ 初中生劳动素养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主体

精神”ꎮ 具有“主体精神”的人ꎬ其内在观念和外在

言行ꎬ对社会、对家庭、对集体、对自己ꎬ能主动承担

责任[５]ꎮ 学生劳动素质的形成ꎬ要求教育工作者有

目的、有意识地进行教育ꎬ使学生的生活充满高尚

的道德感召力ꎬ使学生愿意为人民工作、为人民服

务ꎮ 学校要引导学生对劳动有一个清晰、正确的认

识ꎬ使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ꎬ首
先要养成愿意劳动、热爱劳动的习惯ꎻ其次ꎬ要养成

对劳动认真负责的习惯ꎮ 在工作中要养成有组织、
有计划、有系统的习惯ꎮ 在开展劳动教育时ꎬ要注

意培养学生的劳动坚韧性和不屈不挠的意志ꎮ 遇

到一些困难和障碍ꎬ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ꎮ
学校在安排学生劳动活动时ꎬ要考虑学生的创造

力ꎬ磨炼学生的坚强意志和素质ꎬ不能把一切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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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安排给学生ꎮ 在“规则”中设置学生ꎬ要充分发挥

学生的创造性ꎬ引导学生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ꎮ
建立学生劳动素养公示、审核制度ꎬ确保记录

真实可靠ꎮ 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

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ꎬ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和毕业依据ꎬ作为高一年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

依据ꎮ 学校可以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自我服务

等方面对学生的劳动素养进行评价ꎮ 志愿服务活

动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是否热爱祖国ꎬ热爱

社会ꎬ是否愿意为人民服务ꎬ建立学生志愿服务评

价体系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劳动素养的提升ꎮ 社

会实践活动能够锻炼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ꎬ培
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ꎬ建立社会实践评价体系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ꎮ 自我服务是

最简单的一种日常劳动ꎬ劳动教育一般都从自我服

务开始ꎬ建立自我服务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树立

良好的独立意识ꎬ使劳动变成人人都需负担的平等

的普遍义务ꎮ
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将热爱劳动内化于心ꎬ外

化于行的教育活动ꎮ 正如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所

说:“劳动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ꎬ对于一个农夫的

孩子来说ꎬ长大成人意味着最初适应于他将在余生

中所从事的日常例行公事ꎮ” [６]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

展的希望ꎬ也关乎着民族的未来ꎬ国家重视民族地

区教育的力度一直在加强ꎮ 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

制度的重要内容ꎬ在中小学阶段ꎬ劳动教育开展得

如何决定着国民的劳动价值观和基本劳动素养[７]ꎬ
重视基础教育阶段劳动教育问题ꎬ特别是在农村、
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ꎮ 劳动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ꎬ
对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发展、身体素质和

审美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劳动教育

是目前的普通教育体系中能够促进兴农事业发展

的重要部分ꎮ 兴农的科技手段真正地进入贫困地

区ꎬ和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ꎬ而且让贫困人民

真正掌握这些科技手段ꎬ在此过程中ꎬ劳动教育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８]ꎮ 劳动教育对于贫困地区的

教育与发展至关重要ꎬ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

家长予以重视ꎮ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进程中ꎬ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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