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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里插秧、小溪里抓鱼、厨房里炒菜……
在青山绿水间，学生们放下书本，拿起劳动工
具，体验劳动的快慰，感受劳动的乐趣。这是近
年来我市各级各类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劳动
教育相关研学实践活动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贯通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
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
的方针，充分发挥家庭的“基础作用”、学校的

“主导作用”、社会的“支持作用”，结合地域特色
探索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模式，为青少年学生
的健康成长夯实基础。

高位推动 健全劳动教育体系

劳动非考试学科，长期以来，学生、家长乃
至社会的重视程度都不足。要推动劳动教育的
落地开花，需顶层谋划、高位推动。我市成立了
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邵阳市劳动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将劳动教育纳入邵阳市教育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邵阳市学校年度工作评价实施
方案的考评细则，还印发了《邵阳市中小学劳动
教育实施方案》，从政策上、制度上强化开展劳
动教育的支撑保障能力。

学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最基本单元。近年
来，我市各学校均明确了劳动教育实施机构和
人员，成立由校长任组长的劳动教育领导小组，
具体承担劳动教育的实施规划、组织、协调与管
理等方面的责任，结合实际，制定了劳动教育总
体实施方案和学年（或学期）劳动教育计划。

为确保劳动教育铺得开、落得下，在明确规
定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纳入课程表，每周不少于1
课时的同时，我市还建立了对县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保障劳动教育情况的督导体系，把劳动教育纳
入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范围，将
区域性劳动教育实施情况纳入对县市区教育督
导内容；将学校劳动教育开展情况纳入对学校综
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建立了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对学生采用自主评价、他人
评价、教师评价等多种形式，通过日评、周评、月
评、学期评、每次活动必评，全面客观记录学生课
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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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保障 夯实劳动教育基础

实践是劳动的基础，劳动需要实践做支撑，
这也就意味着劳动教育的开展，不但需要各项
设施、设备、工具的保障，更需要一定的场地、基
地来实施。近年来，我市各地各学校迎难而上，
多措并举保障劳动教育的有序、高效开展。

在劳动教育的推进过程中，我市着力整合
资源，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校内建设劳
动实践场所和劳动实践教室，校外建设综合性
劳动实践基地，还鼓励推行“学校+家庭+社会”
的模式，学校因地制宜，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机构合作，作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服务性
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

几年下来，我市精心培育了 7 个湖南省首
批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和8个市级校外劳动实践
基地、112个校内劳动基地。如隆回县沐仙湖因
地制宜建设了“三馆三中心”，根据不同学段分
层设计了六大板块64个劳动课程；洞口县亿丰
农林基地利用当地油茶产业资源，建成油茶文
化博览馆。同时，我市还精心打造了1个省级
劳动教育试验区，12 所省级、21 所市级劳动教
育实验学校，形成“一校一品牌”的劳动教育发
展新样态。洞口县开发种植、茶艺、植物印染等
60余种洞口特色劳动教育课程；绥宁县双元学
校“五育融合”的劳动教学理念、“三色并举”的
多维课堂（红色思政+绿色种植+蓝色创新）；隆

回县东方红小学编写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纳入
了湖南省芙蓉学校特色发展建议规划；邵阳县
河伯乡河伯初级中学设计出八条“劳动清单”，
构建劳科一体课程体系。这些劳动实验学校典
型经验，切实发挥了区域引领示范作用。

平日里，特别是每年劳动节期间，我市都会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主题活动，进一步
引导教师、学生、家长及全社会充分认识劳动实
践教育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我市还组织
开展了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七个一”系列活动，疫
情期间将“五育并举”有效落实到“线上学习”中，
开展了以“居家抗疫情，劳动促成长”为主题的居
家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劳动中学会感恩，在
劳动中不断成长。为推动劳动教育的不断深入，
今年3月，我市组织开展劳模专题讲座274场次，
惠及师生20余万人次，还组织了全市教师劳动
教育微型课竞赛和劳动教育成果展示活动，以教
研和典型的力量推动劳动教育的开展。

多元协作 形成劳动教育合力

习惯形成性格。热爱劳动、积极参与劳动
的习惯，不仅需要学校的引导，还需要将劳动与
其他学科深度融合，将热爱劳动的意识根植在
大教育的范畴之中，更需要家庭、社会携起手
来，共同为青少年学生营造劳动氛围、提供劳动
机会。

我市精心谋划“双减”背景下多学科融合劳
动的育人模式。如挖掘思政课程中的劳动元素，
小学《道德与法治》中的尊敬师长、善良孝顺、勤
做家务、节约粮食等内容与劳动实践活动相结
合，形成“劳动+思政”融合育人效应。各学校还

立足地方特色，结合学生兴趣，选定木工、竹刻、
蓝印花布、滩头年画等传统劳动工艺、非遗特色
课程进入课堂；创设参与校园卫生保洁、绿化美
化、食堂劳作、教室环境美化等劳动实践岗位，开
展与劳动有关的兴趣小组、社团、俱乐部活动，根
据农时特点，结合植树节、劳动节、丰收节等节
日，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主题教育活动，营造劳
动创造幸福生活、劳动最光荣的校园文化。

各学校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建立各学段劳动
清单，严格按劳动清单将学校、社会、家庭劳动
实践有机结合，构建起“家校社共育”的劳动教
育模式。以家庭为基础，让劳动教育“生活化”，
由家长鼓励孩子自觉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
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吃苦耐劳的优秀
品格、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市五中等学校开
展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制作月饼等活动，洞口
县竹市镇大水中学每年丰收节组织厨艺美食展
示秀活动，让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在互动
中培养家长与孩子的亲密感情，搭建了“家校共
育”的劳动教育新形态。

依托文明创建，我市积极组织学生走出校
园，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
识、公德意识和合作意识。“关爱劳动者”“护水
小卫士”“关爱老人”等公益活动和垃圾分类、文
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成为了各级各类
学校的常态化德育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随着
劳动教育的不断深入，我市青少年学生在劳动
中感悟生命的真谛，并在劳动中提升自身的综
合素质，为成长为德育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
新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 劳 动 中 淬 炼 成 长
——我市积极构建新时代邵阳特色劳动教育模式概述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阳静 魏姣

“您的爱如太阳般温暖、如春风般和煦、
如清泉般甘甜；您的爱比父爱更严厉、比母
爱更细腻、比友谊更纯洁……”这是学生在
毕业之际写给隆回县桃花坪中学教师陈美
云的话。从教28年来，陈美云凭借过硬的
教学本领和突出的教学业绩赢得了同行的
尊敬、学生的爱戴。

陈美云深知，教师要随着时代变化而不
断地更新知识储备，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
奔河”，才能引导学生寻到知识的甘泉。为
了提高教研教改能力，她积极参加岗位培
训，购买了大量现代教育书籍，订阅教育杂
志。同时，她虚心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和
同事们一起探讨教学方法，把握教材重点，
突破教材难点，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她及
时总结经验，积累教学方法，撰写教育教学
论文。2008年，她的教育论文《不可忽视日
常道德教育》在《学英语》报上发表。

尽管有多年教龄，教材的所有知识点
已了然入胸，但陈美云仍然坚持手写教案，
同时注重学生心理因素的研究和英语文化
背景知识的学习，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作指
导，通过多媒体的交互功能，把英语课堂变
成学生快乐地进行听、说、读、写的创意活
动场所。

课堂教学中，陈美云始终关注每一个学
生，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注重调动每一个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
反复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举一反三
能力。同时，她有目的有计划地做好后进生
的转化工作。她所教的班级在每学期期末
教学质量跟踪检测中总是名列前茅。

从教28年来，陈美云深深懂得，作为一
位人民教师，关键是要对学生负责、对家长
负责、对社会负责。她曾经连续7年奋战在
九年级教学第一线。长期超负荷工作，使她
本来柔弱的身体显得更加憔悴，但她从不喊
一声苦、叫一声累，而是任劳任怨，诲人不
倦，笑容满面。

陈美云十分关注家庭困难学生的成
长。小小年纪就丧失了父母双亲，学生王芳
（化名）备受打击，成绩一直不好。陈美云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对王芳关爱有加。王芳
深受感动，更坚定了成长的信心。后来，王
芳考入了省示范性高中。“陈老师的爱，像一
团火燃烧了我冰冷的心，像一湖水托起我搁
浅的船，驶向知识的海……”王芳说。

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 20 余年，陈美云
先后获评“隆回县英语骨干教师”、隆回县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教育资源应用等

“先进个人”，2022年获得隆回县政府嘉奖。

诲人不倦 无怨无悔

——记隆回县桃花坪中学教师陈美云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刘遵炳 周晰雯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翠 高冰
冰） 7月3日，2023年邵阳市中小学教师暑
假继续教育培训第一期小学综合二班开班，
共有来自市区的73名教师参加培训。

在为期七天的培训中，邵阳学院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宋传颖、湘中幼专教育
心理学副教授谢红珍、湘中幼专副教授易
小邑、省特级教师朱锦芳、省级骨干教师、

“国培”专家颜家骐等 10 位专家先后登
场，围绕心理健康、教学教研等内容为学员
们授课。首堂课上，宋传颖以《中小学教师
心理健康与职业幸福感》为题，剖析当前教
师群体面临的压力，并引导教师学会化解压
力、摸索人生幸福的方法，培育和感受教师
职业幸福感。

此次培训为教师们提供互相学习交流
平台，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专业
技能。

市区73名教师

暑期“充电”赋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傅
广鑫） 目前，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
已全面铺开。为切实做好 2023 年全市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工作，前不久，市教育局下发《关于
做好 2023 年邵阳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通知》指出，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通高
中、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招生工作涉
及千家万户，关系教育公平，必须持续推进高中
阶段学校“阳光招生”。2023年全市普通高中、
中职学校招生坚持五个统一原则，即统一管理、

统一发布招生信息、统一填报志愿、统一招生进
度、统一按照考生志愿填报情况和有关规定进
行录取。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工作六条禁令：严禁招生虚假宣传、欺骗
误导学生的行为；严禁在招生过程中搞区域间、
学校间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严禁招生学校向
生源学校或教师支付招生费用，生源学校或教
师在招生过程中向招生学校索要、收取任何名
义的经费、实物；严禁初中学校或教师干预、替
代学生填报志愿；严禁普通高中不按照审批机
关统一批准的招生计划、范围、标准和方式招

生；严禁中等职业学校以任何名义设立异地分
校、办学点或与其他学校、教育机构开展联合办
学，提前招收初中未毕业学生，举办普高班或擅
自开办国控专业，以虚假注册、双重注册学籍等
违法违规手段套取国家资助专项资金等行为。

《通知》强调，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加强各
类违规违纪招生行为的监管与督查，重点督查
学生志愿填报、招生宣传情况。重点查处买卖
生源、有偿招生等违规违法招生行为，对违规学
校视情节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停止招生等处罚，对违规违纪相关责任人员，依
法依规处理，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面铺开

坚持推进“阳光招生” 从严查处违规违法

▲学生了解植物的生长。

▲学生学习制作面点。 ▲隆回特校组织残障孩子学习劳动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