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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艾丹青 通讯员 徐峥

如果把家务当成一门

考试，多少初中生能迈过

这道坎？

或者说，还有多少家

长在乎自己的孩子会不会

做家务，能做多少家务？

杭州有学校动真格地

做了一次家务“考试”。前

段时间，采荷中学全体初

二学生从长乐基地回到学

校，脸上的兴奋劲似乎还

没 完 全 褪 去 。 连 续 五 天

吃、住、学、训在陌生环境

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没

有零食，没有温暖的依靠，

洗衣做饭、饮食起居全靠

自己。

拿到学生家务考成绩

单时，校长孙寅挺欣慰：虽

然在家务能力上有欠缺，

但大部分学生顺利通过。

而更让他和老师们欣喜的

是，短短几天真的能改变

学生，改变家长。

对初中生来说，做不

做家务活有多重要？采中

坚持多年的劳动养成教育

课程和学军学农活动，像

是给合格初中生标准重新

做了定义：所谓“好学生”，

或许要成绩优异；但如果

不是生活的强者，他很难

在未来走得更远。

五天几十项考核任务
没有一个学生叫苦退缩

初中生比赛洗衣服，会是怎样的情

景？笨手笨脚？马马虎虎？采中学生表现

得很不一样。

“5 分钟倒计时，预备——开始！”一声

哨响，洗衣比赛正式开始。学生们拿出昨

天过军事障碍弄得“惨不忍睹”的校裤开始

行动：打湿、摊开，均匀涂上肥皂，刷刷刷

⋯⋯

“时间到！”5 分钟后，一条条新咔咔的

裤子出炉。学生们就像是训练有素，一旁

观察的记者都觉得不敢相信。采中校长助

理俞华秀说，采中学生一进校园就开始接

触一门全新课程——新劳动养成教育课，

洗衣做饭是入门级的。经过一年多训练，5

分钟洗好衣服对学生来说是小菜一碟。

实践的五天里，俞校长一直跟学生吃

住在一起。她说，学校带学生长乐之行的重

要目的就是，检验学生新劳动养成教育的学

习成果。既然是考试，就要像“考”的样子。

学生的长乐一天，时间精确到分钟——

6：20，起床；6：40，早操；7：20，早餐；8:

00，内务检查；8：10，活动。11：10，午餐；

12：10，午 休 ；13：20，起 床 ⋯⋯17：00，晚

餐；19：40，洗澡；21：20，熄灯。

不仅军事化管理时间，学校还给学生

加码：每天上午活动后组织内务卫生评比，

每一项都有详细量化统计并及时公布；每

天活动前、点名后站 10 分钟军姿，饭前一

首歌；每天写一篇不少于300字的日记。

严格吗？跟在校和在家比，绝对算超

级严格。但别以为学生会当“逃兵”，“总教

头”俞华秀感到欣慰，五天几十项任务的严

格考核，并没让 800 多个学生打退堂鼓。

坚持的毅力，团队的鼓励，甚至感动的氛

围，持续始终。

从“忧心忡忡”到“拨云见日”
家长遇见“更好的孩子”

学生们按部就班地通过了各项任务考试。

但起初，有家长很担忧。女生霏霏的妈妈很坦

白：“虽然平时在家也教过孩子洗衣做饭，也做点

家务，但我还是很担心，怕她比其他同学差。”

女儿出发去了长乐基地后，这位妈妈寝食

难安。每天，她雷打不动地捧着手机，看老师们

发来的照片。看着孩子们“各种生疏、将就、瞎搞

搞”，她心里那个急啊，“如果老师在群里说一句

‘欢迎家长来’，我肯定抬起脚就去。”

一天，两天，三天⋯⋯慢慢地，她不急

了。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她突然觉得：没

关系，没关系，这才是“成长”。当霏霏回

来，妈妈发现，女儿瘦了，黑了。但她同时

发现，女儿变了，比如，早晨起床后她的被

子叠得好得出奇。

出发前，家长们满心疑问、不舍、惦

念。孩子回家后，家长的心情“拨云见日”。

悦悦的妈妈很感慨：悦悦跟同学的关系更近

了，“孩子比我们预想的更强。真心觉得，不

是孩子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孩子。”

没有什么比孩子的进步更有说服力。

这是我的孩子吗？实践活动后，他吃饭更

香，洗脸刷牙更勤快；他对班级的认同感、

归属感更强，会主动称赞某个同学，想到维

护团队荣誉。更多家长还提到，和孩子的

关系变得比以往更融洽了。

在学生实践结束返校的路上，老师们

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学生几乎人手一只

馒头。原来，这个馒头是当天早餐时学生

省下来的。学生们跟老师说：“自己没舍得

吃，想拿回家给爸妈也尝尝。”

对家长来说，真的需要重新打量自己的

孩子，他们更是意外地遇到了“更好的孩子”。

无数个“没想到”，让家长对自己起初的种种

想法感到一丝愧疚，让他们从内心感激学校。

超过80%的学生
平常不做或很少做家务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社会化过程有

两个关键期：一是2-5岁，儿童的大脑在出

生后的五年内迅速发展；二是12-15岁，大

脑前额叶皮层发育很快并趋向成熟，决定

了人的情绪成熟性、自我意识和判断。在

欧美发达国家，孩子从很小就开始做家务，

劳动伴随一生。

关于学生在家劳动情况，采荷中学多

次做过劳动养成教育类的调查。参加本届

劳动实践的八年级学生，入校初就填写过

相关问卷。“孩子在家是否参与劳动”这个

问题的反馈如下：

不 劳 动 的 占 8.5% ，偶 尔 劳 动 的 占

74.4%，经常劳动的占 9.9%，每天劳动的占

4.5%。也就是说，82.9%的学生基本不做或

很少做家务。

这个数字牵动着采中教育团队的神

经。早在本轮课改开始前，学校就曾多次

组织会议探讨劳动养成教育课程开发，也

征询过多方意见，最后明确了劳动养成教

育的目标：让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

时，掌握基本劳动技能，争取让每个学生成

长为爱劳动、懂担当、知感恩的“美丽学

生”。这也是采中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根本任务，“生活德育、无痕教育”教育理念

的集中表达。

在结合了多年实践经验并考虑到诸多

现实问题后，学校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发出

劳动养成教育拓展性课程，不仅有我们看

到的长乐基地实践考试，还在教育教学常

规中渗透基本劳动知识和技能，搭建劳动

习惯养成的监测、分享评比、家校互动平台

等。

当家务劳动跟学习“撞车”
家长怎么选？

学校引领带动了家庭跟进，在本次实践活

动的结果上表现得很明显。活动结束后一周，

学校再次对家长做调查，反馈结果如下：

●您觉得是否有必要开展此类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96.6%的家长认为“很有必要”

● 活 动 后 ，学 生 行 为 规 范 有 改 善

吗？——80.5%的家长觉得“有明显改善”、

“稍有进步”

●学生参与家庭劳动的积极性增强，动

手操作能力有提高吗？——85%的家长回答

“能主动参与、积极性高，比以前有进步”

●实践回来后，您的孩子和您交流增

多，亲子关系更融洽了吗？——63.2%的家

长表示“更融洽了”

有意思的是，以下 2 个问题的反馈结

果有点小意外：

●活动后，学生能吃苦耐劳，写作业、

复习功课更积极主动了吗？——81.3%的

家长认为孩子“能合理规划课余时间、态度

端正，稍有进步”

●如果孩子有时间，您会有意识地让他做

家务吗？——73.9%的家长“会”；10.0%的家长

“很矛盾，既想孩子多学点，又想让他学会自立”

绝大部分家长不仅对实践活动满意，还

跟老师们一样产生了反思。比如，原来默默

无闻的学生，其实是“劳动技能标兵”。比

如，成绩不错的学生劳动表现也不错，该怎

样正确认识学习与劳动的关系。再比如，家

务真是女孩子的专长吗？这次实践活动就

颠覆了很多传统认知：套被套、枕套、整理床

铺等家务活，男生不输女生，甚至做得更

好。继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儿子“穷养”女儿

“富养”这个传统观念是一成不变的吗？

酝酿一年 江干区采荷中学给学生做另类“大考”——洗衣、做饭、叠被子、站队列
“2.0”版新劳动养成教育 重新定义合格初中生标准：

成绩优秀的学生可能是“好学生”
“四体不勤”的学生绝非“好学生”

一份调查带来的“意外”结果和反思

从创办起，采荷中学就是江干乃至

杭州的名校，良好口碑在社会中流传，师

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毕业生升入重

高的比例也一直名列前茅。比如今年中

考，采中500分以上的学生就有82人，2人

拿到 532 分的高分。在历经了教育改革

和环境变迁，培养了一拨拨优秀毕业生

后，学校在思考：适应未来社会，应该培养

怎样的学生？

校长孙寅在多所初中做过校长。他

深知，对于学生成长，提升成绩是显性的，

但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真正的“道”，

是给学生一种良好的教育生态——在这

里，学生不断收获成功，持续积累各维度

能力，让未来人生走得更稳、更远。

所以，你会看到，每年春夏之交，有一

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子意气

风发地奔向长乐基地；你会看到，在非洲

鼓营造的异域风情中，学生敲打鼓

圈放松心情排泄消极情绪；你会看到，期中

期末前学校的趣味运动会上，初中生像小

学生一样玩“赶小猪”玩得不亦乐乎⋯⋯

孙寅说，几年实践也印证了学校最初

的设想和期待，“学生学会了巧学、乐学，

我们还要让他们体验更多情商类实践，在

生活德育中让真正学会怎样做人。”从课

堂到实践，从实践回归教育。内容、过程、

方法不尽相同，但都牢牢指向学生全面成

长。这也更尊重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当学

生在劳动、习惯、情感等方面获得了成长

时，当他学会了跟自己、跟身边的人、跟世

界打交道时，他就会用不同眼光重新审视

“学习”和所有的人和事。这样一来，反而

激发了他学习的内在动力和韧性，进而促

进成绩和能力的提升。

如果把原来的劳动养成教育称作

“1.0”版，那么采中的新劳动养成教育就

是“2.0 版”。江干区教育局副局长费蔚一

直在关注采中新劳动养成教育。在她看

来，新劳动养成教育“新”在三个层面的创

新：一是内涵更丰富，不仅培养劳动技能，

更关注学生综合素养提升；二是形式更多

元，劳动活动与课程、评价等深度融合；三

是站位更高远，立足学生全面成长，为学

生终生发展奠基。

孙寅还打了个比方，种菜、烧菜过程

中有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知识，设计菜

谱、改进生活常用工具等，能培养动手能

力和创新意识。未来，仅仅做好“1.0”版

要求的劳动观念、集体意识、责任意识还

不够，学校要让劳动养成教育与课改、与

学科、与创新教育再深度融合，在新劳动

养成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通过实践活动，学校和智慧的家长渐渐察觉：学业与劳动是正
相关关系。说白了，爱劳动、会劳动的学生，成绩也不会差。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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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喜怒哀乐 家长“五味杂陈”
活动开始前，有家长“忧心忡忡”。活动结束后，家长们看到了不一
样的孩子。他们被孩子感动，也彻底想通了：啥叫成长？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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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版劳动养成教育 让学生成为生活强者
构筑“课堂-实践-成长”教育环，采中探索的“2.0”版新劳动
养成教育，有效“撬动”了学习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