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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郑州教育晒晒郑州教育““十三五十三五””答卷答卷

劳动教育
让郑州教育美好且极具生命力

翠绿的大白菜、鲜嫩的生菜，一垄垄蔬菜青翠
欲滴，一根根萝卜长得正好……在上街区实验小
学，学生们面对的不再局限于黑板和课本，而是实
打实的田间地头，辛苦流汗。上街区在推动“美好
教育”过程中，通过开展多彩劳动课堂，不断开拓
学生的学习新空间，同时建立尊重劳动、珍惜劳动
成果的思想感情。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
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在学生中弘扬劳动
精神。2020年 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了劳动教育
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新价值、新内涵。7月，教育部
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加
强劳动教育进行更完善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乘着政策的东风，郑州市在《郑州教育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2）》提出，将劳动教育纳
入学生成长档案和综合素质评价。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离开劳动，不可能
有真正的教育。”而当劳动遇到教育，劳动被赋予了
丰富的教育功能，而教育也更加生动，极具生命力。

管城区南曹小学的同学们拥有一块“耕乐
园”。学校租下村里的半亩田作为劳动教育的实
践基地。从此，孩子们知道了四季瓜果蔬菜的播
种、生长和收获，知道茼蒿和萝卜缨的区别，知道
了冬天一定要把大白菜给捆得结结实实，既耐寒
又饱满。

不仅如此，每一次劳动更是一项课程。孩子
们在“耕乐园”认识了锄头、铁锹等常见的劳动工
具并熟练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关于播种和收
获，他们进行观察、比较、分析，尝试着写实验报
告。在浇水的过程中，同学们学会了计算电费；在
扎篱笆的过程中学会了创意设计；在义卖果实的
过程中学会了与人沟通；在加工美食的过程中学
会了节俭，在分享的过程中学会了谦让。

如今，管城区基于“行知创”劳动课程的育人
目标，着眼学科、场地、行业资源融合，把劳动资源
相似的学校组成联盟，形成涵盖“劳动课堂”“社团
活动”“楼顶花园”“实践基地”“小河谷香”“岗位体
验”等六大内容的劳动课程联盟。

“十三五”期间，郑州市不断强化政策引导、学
校指导、部门督导，加强教育实践基地建设，让中
小学生分批走进基地接受锻炼。强化校内校外资
源融合，不断扩大劳动教育载体，指导广大学生通
过日常家务、手工制作、非遗传承、学工学农、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养成劳动习惯。

郑州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学校、社会、家庭三
方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劳动
教育，共同承担实践育人的社会责任。

课程融合
让学生站在学校的正中央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为不少地
区和学校研究、思考教育问题时的一个
热词。在登封市北区小学校长郑素华看
来，一所高质量发展的学校，必定是一所
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对学校一直有无
限向往、时刻把学生置身学校正中央的
好学校。

清晨，北区小学高年级同学的晨
读声响亮，低年级同学在操场享受游
戏和奔跑的乐趣。春天，课堂从教室
不断向外延展，孩子们都要去嗅一嗅
芬芳烂漫的野花，摘一篓春天里的野
菜，记录春天气候的变化，读一读春
天的古诗。在学中玩，在玩中学，这
里一切皆能成为课程。在这里，课程
是融合的、多元的。老师要做“课程
的设计师”，站在儿童的视角，设计学
生最需要、最喜欢的课程。体育老师
可以和数学老师一起上课。语文老
师和美术老师配合，让同学们既感受
到古诗的韵味，又能绘诸笔端。北区
小学的融合课程让同学们感受到教育
的美好。

在“十三五”期间，郑州市明确学校
教育要致力于关注和改善学生生命质
量，使孩子在学习知识、技能过程中获得
向善向上的情感体验和心灵感受，从片
面关注学业成绩的提升转变为普遍关注
全面健康发展的人。

2014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巩义市紫
荆实验学校可以说是巩义市教育界的
新生力量。杜甫忙不忙？紫荆实验学
校的同学们知道。美术组举行的漫画
杜甫活动，让同学们把杜甫的生平用漫
画的形式进行展现，出了一本连环画。
利用巩义市是唐三彩发源地的优势，学
校的陶艺课程很火。孩子们从拉胚、上
釉全流程操作，烧制的作品获得 2019年
河南中小学艺术节展演活动二等奖。
在这里，丰富多彩的课程助力学生全面
成长。

“十三五”期间，郑州市“道德课堂”
以其多元与包容，激发了学校的实践创
新。“道德课堂”实践成果被评为基础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入选教育
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典型案例库。

创客教育
让郑州学子更具未来竞争力

学在当下，赢在未来。为积极探索智慧教育新样
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015年底，郑州市教育局印发了
《关于开展创客教育的实施意见》，试点创客教育；2017
年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小学编程教育的实施意见》，对创
客教育的发展给出明确方向。

2017年起，郑州市已连续举办多届中小学创意编程
大赛，每次参赛学生都达上千人，为培养广大青少年的
创新能力、计算思维和信息素养提供了一个创新体验、
展示交流的平台。

郑东新区昆丽河小学有一个创客空间，操控航模、
无人机，编程制作实用工具，让孩子们如痴如醉。“只要
你说出垃圾的名字，相对应的垃圾桶就会自动打开。”
创客空间里，一位同学正在演示一款带语音识别功能的
“智能垃圾桶”。绘制草图、搭建垃圾桶、建立数据库，都
是创客小组的同学们一起完成。虽然这个智能垃圾桶
只能识别10余种垃圾名称，但已经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
创新创造的大门。

如今，在郑东新区，创客类社团就有100多个。一个
个别具特色的创客学生社团，承载着一批批小创客们的
科技创新之梦。

“十三五”期间，郑州市创客文化日益繁荣。“让学生
人人成为创客”的教育理念已经融入到新的教育发展方
向之中。郑州市第九中学打造以“新工科”为培养方向
的 360课程体系，创设“创新思维”“未来创造”“智慧生
活”“网络安全”等课程；金水区将创客教育融合到课后
服务中；郑州八中开设航空模型教育课程，让学子的“飞
天梦想”飞上新高度……

目前，郑州市有34所学校获得河南省创客教育示范
校称号。金水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入选河南省
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区。46所学校入选河南省人工智能
教育实验校，占全省比例的1/4。

巩义市紫荆实验小学陶艺社团很火

教育的真谛，在于让学生享
受教育，快乐成长。当教育能让
学生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生动
活泼地发展，教育的美好之处自
然就显现出来。“十三五”期间，郑
州教育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创客
教育、劳动教育、社团活动又不断
拓展教育的宽度。美好教育已经
在郑州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惠
及更多学生和家长。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 文/图

小小“创客家”

融合教育、创客教育、劳动教育……多点布局

郑州“美好教育”之路越走越宽
34所学校获得河南省创客教育示范校称号

“劳动”和“教育”相遇成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