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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里上课 食堂里颠勺

高校劳动教育课精彩纷呈

“叮叮当当——”身着围裙、头戴高帽，学生化身大厨，抓鱼、挂糊、

搅拌……北京交通大学“营养与美食劳动实践”课程，让食堂比用餐时间

还热闹。“要让鱼丁把鸡蛋液吸收进去抓匀再放淀粉；不要太厚，咱们做

的是轻食，少油少盐无糖……”在学校后勤集团饮食中心餐厅师傅不停

地提醒中，一道道爽口脆鱼丁即将出锅。

如今，包括北交大在内的北京高校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让劳动教育在实践中枝繁叶茂，发挥劳

动教育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让“劳动最光荣”的精神

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劳动课程 拓宽教育实践舞台

“我在餐饮行业工作 30多

年了，一直为学生服务，没想到

如今竟走上讲台给学生讲课。”

北京交通大学后勤集团饮食中

心餐厅经理陈勇，是“营养与美

食劳动实践”课程的教师，给大

学生上课让他很有成就感。同

样深感自豪的，还有北交大后

勤集团校园中心职工王德章，

身为学校“植物与生活劳动实

践”课程的教师，他起初还有些

发怵，“但既然干就要干好。当

老师首先技术要过硬，教孩子

不能马虎。我在实际工作中不

断打磨自己的绿化水平，提高

自身专业能力。看到孩子们有

收获，我打心底里高兴。”课程

开设一年多来，王德章带着同

学们一起摘山楂、种花、为树木

刷大白等，在传授技艺的同时

讲授绿化知识和经验。

如今，“植物与生活劳动实

践”“营养与美食劳动实践”这

两门劳动实践课已成为北交大

学生选课时需要“拼手速”的抢

手课。两门课程面向全校本科

生开设，进入第一课堂，每门课

程1学分。学校后勤集团总经

理信心介绍，课程由 1 名相关

专业的后勤骨干教师负责理论

教学，多名一线优秀技术工人

负责实践教学，形成了“1+N”

特色师资队伍。学校将劳动教

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和德育与

全面发展培养体系，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的劳动活动，并与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积分挂钩，如

开辟劳动花园、开展垃圾分类、

安全巡查、食堂帮厨、植物种

植、清扫落叶等活动。

“不同于传统课程，劳动课

是一场全新的体验。去年秋

天，我们在学校红果园收获了

将近 600 斤山楂，在采摘过程

中体验了劳动的魅力与快乐。

劳动课让我的动手能力有了很

大提高，让我在繁忙的学业中

贴近自然，放松心情。”北京交

通大学詹天佑学院 2021 级学

生田安然说：“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认识了不少后勤工作人

员，他们为我们美好的校园生

活付出很多，他们是‘劳动最光

荣’最直接的体现。”

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一套

“1+2+N”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包含1门劳动实践必修课，“烹

饪与美食文化”“插花技艺”2

门选修课，还有 N 种劳动实践

项目。劳动教育不仅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融入“大思政”体系，

更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在劳

动实践必修课中，学校设置了

烹饪、爱国卫生运动、走近劳

模、绿化美化、低碳环保等五个

模块 20 学时。在劳动教育基

地，学生翻整土地、种植花卉、

培土浇水、定期养护。从一开

始不知所措到主动亲近泥土，

同学们说，种花养草看起来挺

有意思，干起来真出汗。首都

师大后勤党委书记徐惠表示，

学生在劳动中出力流汗，真切

体会到劳动的艰辛，更加懂得

珍惜劳动成果。

劳动实践 形成专业育人特色

在中国农业大学，有两座花园

是学生和院系教师以及后勤工作人

员一起建设的，即“心灵花园”和“玫

瑰花园”。2021年春天，学校对西区

神内绿地进行改造，后勤基建党委

联系园艺学院观赏园艺与园林系师

生担任花园设计团队。这期间，花

木的品种配置、规格大小、选苗采购

等全部采纳师生建议。“心灵花园”

成功创建后，“玫瑰花园”再次走

红。园艺学院师生结合本科教学课

程，设计了绿化方案，根据光照分

布，因地制宜，设计种植不同种类的

草本花卉、观赏草、花灌木、果树等，

最终建成花草秀美、怡情休闲一体

的校园网红打卡胜地。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助理张永生

介绍，学校探索劳动教育活动新思

路，把劳动教育与学校特色专业相结

合，增强了学生在“希望的田野”干事

创业的强农兴农本领。除“心灵花

园”和“玫瑰花园”的建设外，学校还

在校内开垦“半亩棉田”，编织出一张

“大手拉小手”的大中小协同耕读教

育模式网络；联合园艺学院师生共建

学生公寓“楼间花园”，由学生设计并

全程参与对楼间空地改造，并对花园

景观进行持续关注和维护；将绿地用

作园艺学院本科生实践教学用地，并

作栽植和养护指导，为院系教学提供

优质的创作空间和展示平台等。

充分将劳动教育与学科专业相

结合的还有北京林业大学。学校综

合保障部党委书记刘雄军表示，后

勤领域不仅具有服务性，同时也具

有专业性，例如基建工程、动力运

行、绿化养护、信息化建设等专业生

产劳动实践场所。学校充分结合学

校学生专业，将后勤专业与学科专

业相结合，打造专业生产类课程。

目前，学校已开设2门课程：一是与

草学院草业科学专业合作开展校园

草坪复壮养护课程，将主楼前草坪

作为实践基地，学生动手参与草坪

修剪、补肥施肥；二是与水保学院土

木工程专业合作开展工程实践课，

使学生了解林科科研实验楼项目情

况及工程相关业务知识等。除这2

门专业生产类课程外，北林大还开

设有岗位体验类、生活技能类共计

14门劳动教育课程。

针对专业实践需求，越来越多的

学校为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实践

场所、岗位和大学生创业项目，协助

师生的教学科研成果在校内就地转

化。例如北交大在对梅园进行升级

改造时，让学校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参

与设计和改造，学校的雨水花园由后

勤集团与土建学院师生合作建设；首

都师大美术专业学生用发现美的眼

睛寻找平凡的身影，用画笔为劳动者

画像，考古专业、环境和旅游专业学

生深入田野，上山下地，与自然交友，

感悟历史之美和自然之美。

劳动育人 打开立德树人格局

“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

以强体、可以育美。”如今，首都各高

校纷纷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中，制定具有特色的课程

实践方案，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让劳动教育成为立德

树人的重要抓手。

北京舞蹈学院在实践中探索构

建具有特色的劳动实践育人体系。

学校利用“北舞后勤”“青春北舞”等

公众号平台定期推送《身边后勤人》

纪实系列短片、“服务之星”评选活动

等系列宣传报道。学校后勤基建处

处长龚雯雯介绍，学校结合学科专业

特色和学生特长开展活动，通过镜头

展现劳动的价值，发现劳动者身上的

光芒，组建学生导演拍摄主创团队，

以学生视角拍摄《小舞与大武》劳动

实践短片，以诙谐、生动的脚本，由舞

蹈学院古典舞系专业的学生和食堂

厨师共同参与、本色出演短片中的小

舞和大武的角色。作为导演主创拍

摄的学生团队，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一

线劳动者工作场景，并通过影像的形

式将劳动精神永远定格。学生进行

视频制作的过程，本身也是感悟和感

知劳动内涵的过程。

地处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 5

号的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稻田”这

片土地上，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历

史。学院开辟了以水稻为特色的“耕

读园”，开展水稻育苗、插秧、收割等

一系列劳动课程，让学生在真实的场

景中劳动；举办插秧节、丰收节、耕读

节等特色活动，培育农耕文化品牌；

通过亲自参与劳动，学生深刻体会到

一粒一粟的来之不易、一草一木的辛

勤耕耘，更加珍惜劳动成果爱护自然

环境。去年秋天，学院首届耕读文化

节在耕读园开幕，15支师生收割队

在稻田里上劳动课，大家挥镰收割，

感受劳动带来的丰收喜悦。下课时，

同学们的鞋子和裤腿全是泥，但他们

感叹道：“这么大的太阳，在这土地里

翻地，把脸嗮黑了，衣服也被汗水浸

透了，但是特别开心，感受到从没有

过的充实和愉快。”

此外，农职还以耕读文化为基

础，以“劳动护照”为评价载体，开设

高职公共基础课“劳动教育”课，让

学生开启了人生多个第一次，在集

体劳动中获得分工合作的荣誉感，

在春种秋收中体悟付出就有收获的

成就感，在农业新技术中感受现代

农业魅力。农职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柏根才说：“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劳动

实践和劳动文化熏陶，让学生深入

了解农业，了解乡村振兴事业，提升

职业认同感及核心素养，成为全面

发展的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 宋 迪 文并摄）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参与“植物与生活劳动实践”课程，学习修剪黄杨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