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链一体深耕育人沃土

文化节在商都小学合唱《我有一个梦》的悠扬歌声中
拉开帷幕。孩子们用纯净的童声传递对劳动的热爱与向
往，讲述插秧育苗的故事。随后，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
的舞蹈《采莲》以优美的舞姿演绎传统农耕文化，诉说着劳
动创造美好的故事。创新街小学的同学们合唱《把未来点
亮》，手捧扭扭棒编织花束，用歌声传递对未来的期望。

管城回族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该区
近年来深耕劳动教育，通过构建“家—校—社”一体化资

源机制，激活了劳动教育的新动能。同时，打造五育融
合特色课程，创新“教—学—评”一体化课堂范式，构建

“评—教—研—训”一体化教研体系，并完善“校—师—
生”一体化评价体系，全面推动劳动教育提质增效。展望
未来，管城回族区教育局将继续用“全链条”思维凝聚力
量，以“一体化”实践深耕细作，继续深化劳动教育改革，
让每处劳动场景都做实、做深，使每步育人实践都做成体
系、做成品牌，共同推动劳动教育绽放育人盛景。

劳动教育的落地生根源于一次次的实践探索。来自
区域中小学校的教师与学生进行了案例分享，展示了管城
回族区在劳动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南十里铺小学学生
通过《纸启文明 劳有所得》展示剪纸技艺与劳动教育的融
合实践。紫荆山南路小学学生以《稚手织梦 马面生花》为
主题，讲述亲手制作马面裙、传承非遗技艺的故事。

紫荆山南路小学王彤彤以《与“ 霓”相遇 匠心传
“裳”》为题，围绕自身成长经历，展现了劳动教育与传
统文化传承的美育融合。管城回族区第六中学袁晚青

分享了《耕读园“破茧”记》，讲述着从“单打独斗”到“跨
界领航”的破茧化蝶振翅历程。管城回族区第二实验
小学汪菁在《深耕劳动沃土，绽放七彩芳华》中分享了
从最初直面学校劳动教育困境，到探索出创新破解之
道，最终取得丰硕实践育人成果的历程。管城回族区
第六中学司振其以《乡村中学劳动育人链：三维融合新
构建》为题，分享了“资源+课程+师资”三维融合模式，
为乡村劳动教育提供新范式。这些案例生动诠释了劳
动教育在文化传承、实践育人中的多元价值。

多维实践诠释劳动育人

在成果展区现场，来自管城回族区的 8所中小
学以“一校一特色”的匠心布局，构建起劳动教育创
新的立体画卷。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以“辙印古韵 童创新
途”展位夺人眼球，作品采用环保材料制作，展现从
古代车马到现代交通工具的演变过程。在南曹小
学的“千‘编’万化 非遗织韵”展位上，传统竹编技
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的碰撞令人赞叹。管城回族区
第六中学的“草本匠心 药韵传薪”项目诠释了劳动
与健康生活的深度联结。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的

“染绘星河 植梦生香”展位弥漫着草木清香，师生
利用植物染料，在素布上创作出美丽的扎染作品。
在紫荆山南路小学的“霓裳羽衣 匠心织梦”区域，
学生手工制作耳钉、盲盒马面裙等作品，沉浸式感
受劳动创造和传统服饰美学的深度交融。外国语
牧歌小学的“花草觅光影 寻迹千古韵”项目，将花
草的美丽印刻于纸上，制作成花草纸灯，尤为别致
动人。创新街小学的“‘布’期而遇 由‘染’而生”热
闹非凡，学生运用蜡染技艺创作的蓝白交织布艺作
品，精美绝伦，令人赞叹。紫东路小学的“衍福锡
瑞 一纸芳华”展位则将衍纸艺术与锡雕工艺融合，
精细的纸艺艺术与金属浮雕作品构成视觉盛宴。

活动特邀河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中心教育
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劳动教育教研员汪豪浩作专题讲
座。汪豪浩以“《架梁立柱 培根铸魂：素养时代中小学劳
动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建设实践》之基于‘三问’的中
小学劳动特色课程规划、设计与实施”为主题，系统解答
了学校劳动特色课程建设难题。他指出，学校劳动课程
由国家课程、校本课程、学科+课程及跨界课程构成，强调
校本课程应辅助而非取代国家课程，教师可从校本开发、
学科融合、跨界实践三类课程寻求突破，围绕劳动教育与
课程建设融合的七大核心要点，细化课程设计、建设、实

施等环节的标准，并提出“问需于政、问需于师、问需于
生”的“三问”策略，从政策适配、教师能力、学生需求角
度，为课程规划、建设与实施提供科学路径。最后，他借
龙舟精神激励劳动教师以实干为要，积极推动劳动教育
提质增效，厚植劳动精神土壤。

从成果展示到案例分享，从课堂实践到理论升华，此
次劳动文化节以“劳动”为笔，书写了管城回族区劳动教
育创新的生动篇章。全区劳动教育工作者将以此为起
点，持续探索劳动教育创新路径，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理论筑基赋能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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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最光荣
劳动，不仅是一种光荣，更是一份艰苦。他们在城市、在农

村辛苦忙碌，他们是——清洁工。
在日出时洒下的一抹金色中，我看见了一位奶奶在打扫卫

生，她佝偻着的脊梁，像是对大地俯首称臣，放低着自己的姿
态。她双手上结了许多厚厚的茧子，似乎会伴随她的余生，可
她就像不在意似的，仿佛这双手就是为了劳动而生的。她捡着
地上的玻璃碴子，玻璃碴子的边缘锋利，随时都有可能扎到手，
可厚厚的茧子就像为她做了一层保护膜，使她的双手不受伤
害，也像是对她意志的鼓励与支持。

日落的余晖，照在大地上，湖面上，都平平无奇，但照在她渺
小的身躯上时，像是在为她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镀一层金。

劳动，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歌颂。
郑州航空港区实验小学 陈晓静

辅导老师 吕敏捷

点评：小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描写辛苦的环卫工人，
他们既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布满茧子的双手就是最
好的证明。文章感情真挚，短小精悍。

致敬追光者

走近那些向光而行的一线教师 栏目记者 李 杨

追光者：二七区大学路小学 宋志贤

用心读懂每一个孩子

育人心声：“每个孩子都是一本独一无
二的书，我愿意成为那个最用心的读者。”

在二七区大学路小学，有这样一位教师，她以笔为
舟，以爱为帆，在教育的海洋中坚定航行，用心读懂每一
个孩子。她，就是宋志贤。

“每个孩子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我愿意成为那
个最用心的读者。”自 2019年踏上教育征程，宋志贤始
终将这一信念深植于心，以行动践行科学教育使命。她
坚信，虽然学生未来未必都成为科学家，但必须具备科
学思维——用证据说话，以逻辑思考，靠创新破局。

六载光阴，宋志贤用笔尖记录下了与孩子间温暖感
人、充满挑战的成长故事。680余篇教育札记、超 70万
字的文字沉淀，不仅见证了她的教育历程，更在字里行
间流淌着爱与关怀。面对班级里的“特殊学生”，她从不
放弃，秉持“每只‘白天鹅’都从‘丑小鸭’蜕变而来”的信
念，用细腻观察与耐心引导挖掘学生闪光点。

小康（化名），一个曾经上课尖叫甚至行为失控的学
生，在宋志贤的悉心培育下，逐渐变得自信昂扬，多次在
期末考试中斩获佳绩。宋志贤为他定制专属成长方案，
鼓励探索、开放教具，给予充分信任。正是这份爱与耐
心，让小康的骨子里藏着的无限可能得以绽放。

“竞赛不是目的，而是点燃火种的引线。”宋志贤深
知，科学教育不仅在课堂。她秉持“走出去、引进来”理
念，为学生搭建多元实践平台，组织学生参与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科技体育竞赛、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等
丰富赛事，构建起立体化科学教育生态。在她的指导
下，“乒乓球塔”项目在郑州市第六届科学运动会上勇夺
小学组金奖，学生们在无数次失败后终于站在了最高领
奖台上。

在宋志贤的课堂与赛场上，学生们不再惧怕失败，
而是将每一次尝试视为探索科学奥秘的阶梯。当孩子
们眼中闪烁着发现真理的光芒时，她知道，这就是科学
教育最美的模样——点燃好奇心，培育创新力，让科学
思维在实践中茁壮成长。

在宋志贤的带领下，学生多次在省市级竞赛中斩获
佳绩，她本人也多次获得“优秀辅导教师”称号。然而，
在她心中，“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培养多少竞赛获奖者，而
在于让每个孩子都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她坚信“文字比生命更长久”，将写作作为积累经
验、破解教学难题的钥匙。在记录与思考中，她不仅书
写教育故事，更读懂了孩子的心灵密码，用爱与文字诠
释着“发现美、创造美、记录美”的教育真谛。

正如她在教育札记中写道：“当孩子们的眼睛开始
发光时，我们的教育才真正有了光。”这份光，是发现科
学奥秘时的惊喜，是解决实际问题时的自信。这或许就
是科学教育最美的加法。

外国语牧歌小学学生分享花草纸灯制作过程外国语牧歌小学学生分享花草纸灯制作过程

为营造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浓厚文化氛围，切实促进劳动教育成果向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转化与应用，6月13日，管城回族区教育局在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举办
2025年度中小学劳动文化节。全区各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负责人、骨干教师及行知创研习苑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室全体成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劳动教育的盛会。

创意劳动焕彩魅力校园

点评：小作者通过介绍环卫工人、老师和爸爸妈妈
的辛苦付出，致敬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表达了对最美劳
动者的赞美之情。文章条理清晰，主题明确。

平凡的赞歌
劳动是永不枯竭的宝藏，是一切欢乐与美好的源泉。生活

中，劳动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如夜空星辰，散发独特魅力。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梦乡，环卫工人已身着橙色工装开

始劳作。他们手中的扫帚似灵动画笔，认真清扫街道的落叶、
烟头。无论酷暑严寒、狂风暴雨，他们都如忠诚卫士坚守岗
位。正因他们的付出，城市才如明珠般干净闪亮，成为城市中
最美的风景。

校园里，老师是辛勤的劳动者。他们每日精心备课，专注
的神情似在雕琢珍宝。课堂上，耐心讲解知识，声音如潺潺溪
流，滋润学生求知心田；批改作业时，用心对待每份答卷，如与
学生心灵对话。他们像辛勤园丁，用智慧和汗水培育祖国花
朵。岁月在他们额头刻下皱纹，那是为寻找优质教学方法殚精
竭虑的印记；粉笔灰染白双手，可他们仍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不知疲倦地劳作。

家中，爸爸妈妈是最美的劳动者。妈妈如神奇魔法师，洗
衣做饭，将家收拾得一尘不染，让家温馨舒适；爸爸似巍峨高
山，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为我们撑起坚实天空。

劳动虽艰辛，却能创造无尽价值，让生活更美好。我们应
向环卫工人、老师、爸爸妈妈这些最美劳动者学习，用双手创造
精彩，让自己也成为那道最美的风景。

郑州航空港区护航路小学 郭洛恩
辅导老师 王妍妍

点评：小作者通过回忆和外婆过端午、包粽子的点
点滴滴，表达了对外婆的喜爱和感激之情，字里行间赞
美了外婆的勤劳、善良，阐述了珍惜当下的生活态度，文
章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悠悠粽子香浓浓外婆情
又是一年端午节，我手里拿着儿时的照片，想起许多关于

我和外婆的记忆，“珍重主人意勤腆，满盘角黍细包金”，外婆对
一家人的心意比金子还珍贵。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每年临近端午，外婆总是忙得不可开
交，因为她会包很多粽子到市场上卖，生意很好，大家都非常喜
欢她，不仅因为粽子总是干干净净的，还因为她的勤劳善良，
勤劳到都忘了吃饭；勤劳到都不记得时间；勤劳到两鬓已染上
白霜；勤劳到眼角旁的皱纹里满是岁月的故事，手背上满是岁
月的痕迹。外婆的勤劳善良，让每个见过她的人，都觉得特别
亲切。

晨光熹微，淡黄色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院子里，洒在粽叶
前，洒在外婆和善的脸上。糯米的清香柔和地飘进我的鼻腔，
我似乎闻到了里面不仅有枣和各种豆子的甜香，还有属于我与
外婆独特的味道。

那时，小小的我总是很好奇，急忙搬来一个小木凳坐在外
婆面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包粽子。我忍不住学了起来，粽
叶的一翻一卷，勺子的一舀一填，让笨拙的我眉头紧皱起来，外
婆应该是被我的纯真逗乐了，便放下手里的那个粽子，轻轻握
住我的手，细心地教了起来。只见她轻轻地拿起粽叶，灵巧地
一折，粽叶变成了漏斗状，她又让我拿起勺子舀了几勺糯米把

“漏斗”填满，动作是那么熟练，我被震惊得嘴巴不由自主地张
大，最后，她取来一根线把粽子绕了起来，打了一个完美又漂亮
的结，我看了看这颗粽子，它是那么的玲珑精致，就好似我和外
婆之间的爱是那么甜蜜又美好。

悠悠艾草香，片片粽叶长。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在
一年又一年粽子的叫卖声中，我长大了，而我和外婆的隔代情，
也愈发浓郁深厚，我知道，岁月的长河总是会带走我们所珍爱
的东西，亲人与亲人之间的分别是必然的，所以，在每一个与外
婆相依相伴的时刻，我都无比珍惜。

落笔时刻，妈妈为我端来了外婆亲手包的粽子，闻着淡淡
的粽香，想起外婆慈爱的面庞，我的内心升腾起温暖和爱意，我
给外婆发了一条信息：“亲爱的外婆，您用勤劳和爱陪我长大，
我愿用爱和感恩陪您变老。端午——安康！”

赵子瑄

劳动赋能成长劳动赋能成长实践点亮未来实践点亮未来
管城回族区中小学劳动文化节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李杨

创新街小学学生合唱创新街小学学生合唱《《把未来点亮把未来点亮》》

南十里铺小学学生展示劳动教育成果南十里铺小学学生展示劳动教育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