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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艺卓 吴子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我一直感觉田野是那么遥远且陌生。但庆幸

的是，当我真正深入田野后发现，原先的‘恐惧’都

转为热爱。”

时隔一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

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吴苑仍然记得初次调研中

“田野”教给她的那些本领与感动。在《实践感悟》

里，她写下：在田野里，我看到了乡村的巨变，更看

到了国家的身影。

“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在祖国大地上”，这

是中国农村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农院”）“田野思

政”育人模式的真实写照。在传统理论教学之外，

中农院将专业与思政结合，引导青年学子走进田

间地头，在田野调查中接受国情、民情和农情教

育，体悟“中国之治”。

华中师大中农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徐勇介

绍，“田野思政”育人模式的探索，打破了知识获取

“从书本到书本”的定式，学生们走出书斋、走出校

门，切实触摸到生活本身，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用

以促学，“中农院致力于培养既能做学术、又具备

强大社会服务能力、厚植家国情怀的复合型高水

平拔尖人才”。

从书斋到田野，从问师到问民

从中农院的学生到成为这里的教授，走过近

30 年时光，刘金海老师无疑是这堂思政大课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

他介绍，中农院师生通过田野调查做学问的

方式，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彼时，为了突破

“对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群体的研究无法在纸上进

行”的困境，在“顶天立地，理论务农”理念的指导

下，师生背上行囊，走进田间地头，奔赴全国各地

的村庄进行深入调查。

从走出书本、走出校园，到创办调查研究基地

班、开展中国农村深度调查，中农院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建立起近 300 个长达 10 年以上的村庄驻

村观察点，平均每个研究生学业期间拿出近半年

的时间下村。40 多年来，一代代中农人将青春与

汗水挥洒在了广袤的田野，他自己“跑过的村庄也

数以百计，更不用说一些老教授了”。

年均驻村调查时间 200天、总计 320万字调研报

告，见证了政治学理论专业 2014级博士生李华胤的

田野足迹。但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参加田野调查，李华

胤坦言当时心里有些忐忑，那时读博还未入学报到，

他独自前往湖南湘西永顺县樟木村做精准扶贫调查。

樟木村地处深山，条件艰苦，李华胤在村里住了

12天，每晚就在河里洗澡。农户之间居住分散，山路

崎岖难行，有一次为了找到农户填写调查问卷，李华

胤凌晨 4点起床，打着手电筒爬山，一直走到天黑又

走到天亮，到达农户家时，已是第二天清晨。类似的

故事，在李华胤的调研经历中，数不胜数。

翻山越岭而来，一路初心不改，怀揣着对田野

的热爱，李华胤选择了留校任教，成为中农院讲

师、硕士生导师，现担任“乡村振兴寻访实践队”指

导老师。在他的引导帮助下，一批又一批学生逐渐

从害怕田野、畏惧农村变为爱上农村、爱上调查，

并爱上田野政治学研究。

作为乡村振兴寻访实践队的一员，吴苑初到

山西调研时，听不懂当地方言，难以和村民交流。

为了能顺利开展后期调研，她拜当地会说普通话

的老人黄仝银为师学习方言。老人告诉她，“呱嗒”

的意思是“坏了”，“纳斯雷”的意思是“就是这样”，

“mei”的意思是“没有”⋯⋯学会了方言后，吴苑才

正式开始独自入户调查。

“农民掌握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有田间的、

有植物的，还有他们对土地的理解。”吴苑不断向村民

学习、向村干部学习，她学着帮村委会填表格、做展

板、录信息，与农民同吃同住。一边调研一边学习的日

子里，吴苑渐渐发现，“自己身上也添了泥土味儿”。

“读本科前，每到土豆肥圆的盛夏、山茱萸通

红的深秋，周末或假期我都要回村里帮忙收获粮

食。”博士生董帅兵在读大学前就对田野有特殊的

感情。2014 年寒假，他回到家乡，在秦岭支脉、伏

牛山腹地这条 4 公里深的小山沟里开展了田野调

查。发放问卷、入户访谈、与村干部沟通⋯⋯董帅

兵逐渐补齐了经验不足的短板，学会了如何与人

打交道，他也逐渐意识到：要想做好农村调研，必

须“自己用脚步丈量农村的每一条路，虚心请教遇到

的每一位农民和基层工作者”。

从书斋到田野，从问师到问民，中农院院长邓大

才教授表示，“田野思政”以“双课堂”联动知行断点，

用国情、民情、农情来教导学生和感化学生，在田野

课堂中厚植学子的家国情怀；同时以“双导师”革新

教学体系，引导学生以农民为师，聚焦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有效突破了“书斋式”培养难题。

来自田野、回归田野、不断成长

“做这些工作的价值是什么？”

参与调查初期，董帅兵也曾有过困惑与迷茫，繁

琐的资料搜集一度让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文字的

搬运工”。直到经过数年的素材积累、成果发表、报告

呈送，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董帅兵这才逐渐明

白：中农院培养的是能调查、善写作、会交流、懂实践

的多元复合型人才。

“如果一直追问‘价值’是什么，我们将会错过真

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迷茫中的追问，而

在于脚踏实地的前行、蓦然回首的觉悟。”回首来路，

董帅兵不禁感慨。

“像一颗种子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回顾一

年多以来的基层工作，从田野的“客人”变成田野的

“主人”，2018 级研究生、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大柳

行镇石家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张浩天也明显感受到了

自己的转变。基层工作让他进一步了解了农村和农

民，也进一步走进了田野，“就像在母校开展的数次

调研一样，我从未离开过田野。”

入职之初，张浩天也曾因城乡生活差异而感到

不适应，但在校时丰富的田野调研经验提供了帮助。

协助核酸检测、落实“三会一课”、参与护林防火、入

户走访群众⋯⋯一年多过去了，张浩天已经可以从

容地协助村两委干部处理村里的各项工作，也可以

轻松地用方言与村民拉家常，甚至已经可以“闭着眼

睛走遍村里的大街小巷”了。

张浩天表示，以往作为学生入村调研，自己是抱

着来访者的心态对村庄进行调查、对村民进行访谈；

毕业后回到基层工作，是从“田野的主人”身份出发，

为了让村庄实现更好的发展、让村民过上更幸福更

美好的生活而不断努力。

学院党委副书记马珺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发

现，毕业生群体中，像张浩天一样在毕业后有备考选

调生、基层公务员意愿的中农院学子，几乎占八成，

“家国情怀”是他们不约而同提到的关键词。“经历学

生时代从田野获取知识、视野、指引之后，学生们大

都愿意选择回到农村、回到基层，脚踏泥土，将青春

回馈给田野。”马珺说。

“抱朴守拙，知行合一，你是你走过的路和读过

的书的总和！”这是 2016 级硕士研究生赵文杰的微

信签名，也是他的座右铭。在他看来，田野和生活、学

术是相融的，在调研过程中，不仅可以发现问题，也

可以体会成长。“读书、行路、阅人”正是一个人来自

田野、回归田野、不断成长的过程。

田野不仅在农村，城市间也有泥泞的足迹，这要

求田野调查不仅关注农村，也要广泛关注走进城市的

农民。2014 年 7月底，赵文杰前往深圳，对粤西赴深圳

谋生农民进行追踪调查。在跑遍深圳几乎所有偏僻的

地方后，他才发现，原来深圳也有很多很“土”的地名，

例如“某某窑”“某某坑”。正是行走在这些“窑”与“坑”

中，赵文杰感觉自己逐渐萌发了一种“特别的情怀”。

在工地工棚里，一名农民工接受赵文杰的访谈，

耽误了工时。赵文杰提出自费补偿 100 元，对方却婉

拒了，并语重心长地嘱咐赵文杰：“希望访谈能为国

家养老政策的不断完善作出一点贡献。”言毕，对方

便转身去工地干活了，只留下一道沉默厚实的背影。

这让赵文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用赵文杰的话来说，自己在长期的田野调研中

培育出了一种“关注转型中国背景下城市边缘群体

生存与渴望的大众情怀”。他的微信通讯录里面，存

有不少在调研过程中认识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叔叔、

阿姨的微信。赵文杰说，这些奋斗在一线的基层工作

者，真正站在政策改革的前沿，保持与他们的互动，

对于保有时代意识、回应时代命题意义非凡。

在山乡巨变中见证国家身影

让中农院 2020 级研究生杨堉至今难忘的，是一

碗“火炉边的汤圆”。

2022 年 1 月，为加深对基层农村社会的了解，杨

堉以驻村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汪营镇进行了为期 50 多天的驻村实习

工作，吃住在村、调研在村、学习在村。

正月十九，杨堉下到村小组走访，入户之初他还

有些紧张。直到农户的母亲热情地盛来一大碗热腾

腾的汤圆，杨堉才放下了紧张。谈话中，农户母亲对

驻村调研的杨堉满是赞许，也在交流中逐渐说出了

许多真实宝贵的想法与诉求。坐在火炉旁，与乡亲们

边吃汤圆边聊，杨堉觉得双方的心走得更近了，这让

他认识到：只有与农村群众真心、真情交流，才能真

正听到他们的心声和诉求。

两个月的调研里，杨堉感受着中国农村社会的

变化、百姓生产生活的转变。村里过去打玉米常常

遇到停电、机器停摆，如今灯火通明、家家有电，

各式农机器具在山乡成为常见物件，群众的腰包也

鼓起来了，上街可以买些好吃的、好穿的⋯⋯杨堉

说：“我深刻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各方力量的帮扶中，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进程

正稳步进行。”

政治学专业 2021 级博士研究生赵益晨仍旧记

得 2018 年寒假期间，当时身为硕士研究生的自己第

一次下村做调研的情景。赵益晨来到 86 岁的村民李

爱花家里时，老人正在吃早餐。访谈中，童年时食不

果腹、衣不蔽体、睡不遮脚的惨痛记忆令老人多次哽

咽，也令赵益晨动容；直到新中国成立，在妇女干部

的带动下，李爱花参加识字班、家里分得更多土地、

才不再“借一斗粮还三斗”地熬日头了。

“土地改革真正惠及了旧中国的穷苦百姓，印证

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属性。”改革进程中一幕幕翻天

覆地的历史细节，一段段富有强烈情感冲击的个体

表达，给赵益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筹备硕士

论文时，他选择将这些饱含真情的个体经历沉淀在

自己的论文写作中。

“陈桂英老奶奶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2019
级农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湖北省黄冈市黄

梅县五祖镇花山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的洪朗，与陈桂

英第一次见面便被老人胸前的党徽所吸引。经过两

天的交往，洪朗发现，老人每天都会端端正正地坐在

沙发上看几页党政读物，尽管年事已高“眼睛不好使

了”，依然坚持逐字阅读。这让洪朗十分动容。

在湖北省麻城市黄土岗镇堰头垸村，同学们通过

网购平台买菜并自己动手做饭，实时见证国家数字乡

村的战略发展成果。对于村里的妇女而言，手机成了

“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妇女们成为努力奋斗的

“新农人”，堰头垸村也从昔日的贫困山村发展成远近

闻名的网红村。在麻城市阎家河镇石桥垸村，参加塆组

会时，看到党小组长向农户们讲解流转土地的好处，大

家畅所欲言，同学们不禁为现实版的“融入生产生活的

党建”感慨：“原来民主协商会还可以如此生活化！”

在徐勇教授看来，“上接‘天’气，下接地气”可以

很好地诠释田野思政的理念：一方面，中农院引导学

生们主动了解中央大政方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向

农民宣讲最新政策，当好党的理论宣讲员；另一方

面，鼓励学生们知民情、解民忧，在田野中切实感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成为田野上的流动红旗手

中农院学子在田野调研过程中见证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乡村振兴成果、自觉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在

资政报告中呈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展现出新

时代、新青年的新风貌。”马珺说，在田野中，每一位

成员都是“流动的红旗手和宣传员”。

余丽娟是中农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2018 级博

士研究生。攻读硕博的这些年里，借助中农院平台，

她开启了自己“走南闯北”的农村观察之路，先后到

云南、广西、贵州、湖北、福建、山东、河南、内蒙古、天

津、吉林、黑龙江的近 100 个村庄开展实地调研，撰

写资政报告共计 14 篇。其中 10 篇被省市、中央不同

部门采纳或领导批示。

前往云南省富宁县谷拉乡进行调研时，由于夏

季雨水充沛，途中余丽娟遇到了泥石流滑坡，进村

唯一的公路被阻断，等好不容易进村之后却发现，

村 庄 虽 然 实 现 了 “ 村 村通”，但村民们居住分散，

因此每天调研需“爬大山”“踩泥巴”“蹚河水”才

能到农户家里。有的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的“栅栏

式”居住方式使得禽畜粪便肆意排放、污水挥发渗

透，对周边的水源、空气和作物造成不良影响，对

当地人居环境造成威胁。

眼有所见，心有所思，笔有所行。这一经历为

余丽娟 2015 年撰写的 《农村环境治理正面临严峻挑

战》 和 2018 年撰写的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的进展与问题》 提供了素材，并被国家有关部门批

示和采纳。近年来，国家加快了人居环境整治系列

工作，昔日的谷拉乡逐渐摆脱了“栅栏式”建筑，

将牲畜的棚舍与房屋分离，并在恰当的位置修建厕

所以及沼气池等。

“咨询报告就是‘立地’加‘顶天’。”余丽娟解释

道，“立地”指学生们走出学校、走入田野，脚踏实地

做调研；“顶天”则是基于“立地”获取调研资料、进

行分析和整合，呈送给国家有关部门，为中央大政方

针提供参考。

长期以来，中农院以深度研究服务精准脱贫、乡

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以精准调研服

务“两法一条例”的修立、中央“一号文件”等国家

重大立法立规工作，以专题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水利建

设、服务农民工就业、服务国家农村基层建制调整、

服务全国农村殡葬改革等重大问题，以精心指导服务

地方改革探索，先后打造了“东平模式”、创建了“平

原经验”、挖掘了“余江改

革”、总结了“天长道路”，

培育了“秭归现象”。

正如吴苑在中农院田

野 青 春 故 事 分 享 会 上 所

说 ：“ 如 果 青 春 有 颜 色 ，

一定是爱党爱国的红色、

奋斗拼搏的蓝色和扎根田

野的绿色。这也是我们想

要绽放的青春底色。”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40年不懈探索——

深入田野做调查 真正体悟“中国之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每当看到洱海都忍不住感慨，幸好这里的

环 境 得 到 了 治 理 ， 要 不 然 就 无 缘 这 样 的 美 景

了！”自从成为大学生宣讲团的一员，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高玉菡就开始研究如何讲

好“大理洱海生态环境保护”的故事。

查阅资料时，高玉菡被历史图片震惊：曾经

的 洱 海 ， 是 周 边 居 民 生 活 废 水 污 水 的 “ 汇 聚

地”，成片的蓝藻、垃圾飘在水面，污染非常严

重。如今，洱海湛蓝一片，每天有环卫工人进行

水藻打捞，焕然一新。这是怎样做到的？

高玉菡把目光锁定在村民何利成的身上。她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何利成早年以打鱼

为生，洱海保护工作开展以来，他多次转换身

份，开过客栈，做过田间管理员，前几年还开始

承包土地种植绿色有机稻米和油菜，成了生态环

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转型代表。”

在她看来，何利成的职业转变都与洱海生态

环境保护系列政策息息相关，“这些年来，经过

治理污染、生态搬迁、环境修复等举措后，洱海

终于在人们的努力下重现往日的美丽”。这样的

故事，成了大理大学大学生宣讲团乐于讲述的鲜

活案例。

大理大学大学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会会长郑朋娟介绍，宣讲团隶属于研究

会的一个部门，自成立以来，很多学生站上了宣讲

的舞台。“包括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时事热点，

都是我们在理论宣讲中要涉及的选题。要让不同专

业的同学爱听，进而理解背后的理论内涵，我们就

要下功夫把故事讲得生动、贴近生活。”

杨佼镰是讲述大理生态环境保护故事的“行

家 ”。 在 他 的 讲 述 中 ， 不 仅 有 苍 山 洱 海 的 生 态 保

护、古生村村民的环保故事，还有在云南举办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等内容。

杨佼镰小时候就跟随父亲见到了塔克拉玛干沙

漠防沙固沙的工程，参与过植树造林活动，这让他

对生态保护十分感兴趣。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说：“大理与家乡新疆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了，生态

环境保护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是这里最明显的特征。”

古生村位于洱海边，是一个已有上千年历史的

白族传统村落。“万古生春”四字牌匾立在古生村

村口，它是如何焕发新生机的？

杨佼镰前后二三十次实地走访古生村，和村支

书、村民、环卫工人等深入了解，拿到了大量的一

手资料素材。

“所有人都在强调一个关键词‘变化’，这也是

我在宣讲中最想告诉大家的。”杨佼镰说，洱海从

脏乱差重新回归碧水蓝天，每个人都看到了治理带

来的变化，“生态好了，旅游环境就好了，吃上旅

游饭，居民的收入自然也高了，形成了良性循环，

也回答了绿水青山为什么是金山银山”。

融入“生态+”理念，以农耕为主的古生村也

迎 来 了 产 业 发 展 机 遇 。 杨 佼 镰 在 调 研 中 了 解 到 ，

“现在，古生村打造了绿色农业基地，种植生态大

米、生态蔬菜等，不仅对土地污染小，真正做到了

生态保护，还实现了经济增收”。

“不只是古生村，我们还去到双廊生态长廊、

大理机场附近等，去考察海东环境保护，真正了解

整个洱海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这都是我们宣讲内

容的‘宝藏’。”杨佼镰说。

在郑朋娟看来，大理有天然的自然资源，用年

轻人的语言把理论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是宣讲团成

员一直努力探索的。“有的同学会在宣讲时配一首

大理本地的传统音乐，也会模仿当地村民的说话语

气，讲他在采访过程中对方的表情，这些细节都是

同学们自己去调研、实践得来的结果，再把理论知

识融入其中，就不会太枯燥了”。

一次在大理北三县 （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县） 调研宣讲时，郑朋娟在讲到保护生态文明时，

问一名村民：“为什么大理不允许种大蒜了？那现

在种什么？”当村民回答“大蒜污染土地，我们改

种莴笋等作物”后，她继续引导说：“为什么种植

大蒜收入更多，反而不能种了？从长远看，这两年

不再种植大蒜后，土质明显变好了，新的作物收成

就会长久保持，并且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这就是‘两

山’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这样他就很容易理解了”。

遇到不理解“为什么古生村要改种水稻”时，

她会解释说：“一方面自己家可以吃，另一方面，

稻花飘香时，游客会前来打卡拍照，无形中带动了

消费和旅游业。比如，可以在洱海边卖炸洋芋，增

加自己家的收入。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

我们的经济发展。”

宣讲团指导教师、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委副书记张卓梅说：“大学生宣讲团成立之初的定

位是首先服务专业学生成长成才，功夫花在‘前

端’。讲什么内容，要靠宣讲团成员自己去发掘、

领会和不断打磨，如何讲得生动，也需要不断地一

遍遍训练。”

“ 今 年 ， 我 们 带 领 学 生 走 进 洱 海 、 走 进 古 生

村，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尝试把

本地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为当地教育教学

资 源 融 入 宣 讲 团 要 讲 述 的 故 事 当 中 。” 张 卓 梅 表

示，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地方的资源，思政课要形成

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更加可持续。

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如何讲好碧水蓝天的故事

□ 姜 虹（汕头大学党委书记）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树德、增
智、强体、育美的独特的综合育人价
值，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
向和劳动技能水平，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决定把劳动教育
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
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总体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
新时代劳动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高
素质劳动者，促进“以劳动托起中国
梦”目标的实现，是新时代教育需要
高度重视的领域。

在坚持弘扬劳动精神
中强化对劳动价值认同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党的十九大描
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
好蓝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需要全体人民不畏艰辛、不辞
辛劳、坚持不懈地付出更为艰巨的
努力。新征程上，激励和鼓舞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投身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
践，必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加深受教育者对
劳动价值的直接感知，让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蔚然成风。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提出，“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过程，是人类特有的基
本社会实践活动。劳动教育是发挥劳
动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热爱劳
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劳动
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
劳动教育不仅是贯彻“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应然，更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劳动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可或缺的
重要环节。

在创新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中深
入开展劳动教育

学校要把劳动教育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
要内容，贯穿办学治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形成
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劳
动的组织方式和实践形态，使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使知识和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教育必须着眼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紧密结合新产业、新业态、新工艺、新技术，合理配置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类教育内容，
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和要求，与时俱进更新劳动教育内
容，加强方法适应性的建设，采取多方参与、多措并举的
工作方法，不断丰富劳动教育方法多样性、灵活性。

要注重劳动教育与专业相结合，提高劳动教育
针对性。善用社会大课堂，让学生充分利用新的知
识、技能、工具、设备等走出校园，为他人和社会提供
服务，特别是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技能应
用于社区服务为目的，增强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能力，塑造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情怀，培养良
好的社会公德。

探索构建更具开放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基
于现实世界开展、受到与世界切实相关的真实问题
驱动的项目化学习，让大学生行动起来；通过开展社
区服务，将外部世界融入课堂，使课程的学习实用有
趣；与学科专业相结合，处理好劳动与学习的辩证关
系，引导学生学会“做事”与“做人”相结合，将劳动教
育与立德树人相结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智能化背
景下的劳动实践，建立共同协作的学习服务团体，有
效掌握最新劳动科技成果，增强独立生活、智慧生活
的能力，培养出适合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高尚
素养和品格的时代新人。

在社会家庭学校同向发力中协同
推进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推
进。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联络沟通和资源共享机制，
推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效衔接、深度
融合，下大力气改变劳动教育在学校中弱化、在家庭
中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的现状。

一要巩固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发挥
好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家庭是实施劳动
教育的重要场所，在大力加强劳动教育工作中，要明
确家长主体责任，使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劳动教
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孩子树立标杆，自觉践行诚
实守信的合法劳动，尊重辛劳付出的广大劳动者，倡
导崇尚劳动的优良家风，避免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被
软化，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在家庭教育中被忽视，让
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养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
良好习惯，提升劳动能力。

二要拓宽社会劳动教育的多元渠道。积极发挥
社会各方面在劳动教育中的系统支持作用，利用各
类资源开设社会实践场所，提供学生和普通劳动者
共同劳动锻炼提升的机会，搭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
育整体融通式的劳动育人体系，包括目标导向、师资
建设、投入保障、基地建设、多维评价等为一体的组
织实施模式，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及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构建学校与社会联动的劳动实践共同体。

三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诉求和功能发
挥。学校是实施劳动教育的主体力量，要发挥好开展
与落实劳动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一方面，要开好劳动
教育课程，在学科专业中融入劳动教育，讲好劳动必
修课，统筹安排课内外劳动实践时间，不断改进劳动
教育方法和组织形式，激发学生内在需要和动力，促
使学生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精神，提高教育
效果。另一方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强化劳动文
化，广泛开展劳动实践，确保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善用社会大课堂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博物馆里度假期
10 月 2 日，市民在安徽博物院参观。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安徽博物院，感受文化魅力，充实假期生活。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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