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2025 年，第三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新时代传承农耕文明创新劳动教育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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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新时代传承农耕文明创新劳动教育新途径。分析农耕文明与劳动教育的关系，阐述了农耕文明在劳动教育中的
价值体现，包括传承传统文化、培养劳动技能、磨练意志品质和培养环保意识。提出了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
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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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020 年 3 月 20 日《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
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的重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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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加强和改进
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 , 新时代
对劳动教育提出新要求，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丰
富资源。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
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智慧和价值观念。将农耕文
明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可以为劳动教育提供丰
富的资源和实践场所。在农耕劳动中，学生可
以学习到劳动技能，培养自己的耐心、毅力和
责任感 , 还可以让学生亲近自然，增强环保意
识，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一、农耕文明与劳动教育的关系

农耕文明为劳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知识、
技能和精神资源。在知识方面，劳动教育可以
结合农耕文化中的节气知识。技能方面，学生
可以学习传统农耕工具的使用方法，让学生了
解这些工具能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精神资源
上，农耕文明中的劳动精神，如勤劳、坚韧、
团结协作等，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
生参与农耕劳动实践，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劳

动的艰辛与快乐，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和劳动
习惯，同时学会与他人合作，培养团队协作精
神。

二、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与要求

（一）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目标定位
新时代劳动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使学生具备适应未来社会的劳动素养和创新能
力。其目标包括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
观，让学生理解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
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通过
劳动教育，使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培
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
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
劳动习惯。同时，新时代劳动教育还注重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二）劳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创新
在内容方面，新时代劳动教育不仅涵盖传

统的体力劳动，如农耕劳动、家务劳动等，还
包括脑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例如，将科技创
新、前沿数字技术、智能生产制造等现代劳动
内容引入劳动教育，帮助学生掌握必备的现代
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

在方法上，新时代劳动教育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一是整合学科资源，将劳动教育与
其他学科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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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技能，增强综合运用能力。二是引入
项目式教学法，通过真实世界的项目驱动学习
过程，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体验知识的应用价
值，提高动手能力和项目管理经验。三是充分
利用信息化手段，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技术工具，
提供在线课程、虚拟实验等多样化的学习资源，
打破传统课堂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实现个性化
教育和终身学习。

三、农耕文明在劳动教育中的价值体现

（一）传承传统文化
1. 农耕实践与文化认同感
学生参与农耕活动，能够亲身感受传统农

业的魅力，从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在农耕实践中，学生们可以接触到传统的农耕
工具，如犁、耙、锄头、镰刀等，了解这些工
具的使用方法和历史演变。农耕活动中的节气
知识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
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
置变化而制定的一种时间制度，它指导着农民
们的农事活动。学生们通过参与农耕实践，了
解不同节气下的农事活动，如“谷雨前后，种
瓜点豆”“芒种时节，麦收正忙”等，能够深
刻体会到传统文化与自然规律的紧密结合，增
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2. 传统农业技艺的传承价值
传统农业技艺在劳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传

承意义。传统农业技艺包括耕种、施肥、灌溉、
收割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劳动人民在长
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通
过让学生学习和掌握这些传统农业技艺，能够
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通过学习和
掌握这些传统农业技艺，学生们不仅能够提高
自己的实践能力，还能够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可以结合现代科技知识，
对传统农业技艺进行改进和创新，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和质量。

（二）培养劳动技能
农耕实践不仅仅让学生们继承和发扬了传

统文化，还能够有效地培养他们掌握各种丰富
的劳动技能。通过亲身参与农耕活动，学生们
能够学习到如何种植、耕作、收获以及如何处
理农作物等一系列实际操作技能。这些技能不
仅有助于学生们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还能增
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此外，农
耕实践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
感，使他们在面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挑战时，
能够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因此，农耕实
践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 耕种技能的学习与应用
在劳动实践基地，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耕种技能。从翻土开始，他们了解到不同
土壤的质地和适合种植的农作物。在播种环节，
学生们学会了选择合适的种子，并掌握了正确

的播种方法，如播种的深度、密度等。随着农
作物的生长，他们还学习了施肥和浇水的技巧，
了解不同阶段农作物对养分和水分的需求。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到了实际的耕种技
能，还培养了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
遇到病虫害时，他们会在老师的引导下寻找解
决办法，学习如何使用环保的方法防治病虫害。
这种实践让学生们深刻体会到耕种的不易，也
让他们更加珍惜劳动成果。

2. 多种农业技能的培养意义
多种农业技能的培养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升有着显著的作用。首先，学习养殖技能可以
让学生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饲养方法，培养
他们的责任心和爱心。      其次，农产品加工
技能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
力。此外，农业管理技能的培养可以提升学生
的组织能力和决策能力。学生们在参与农田管
理的过程中，需要制定种植计划、安排劳动力、
管理资源等。这要求他们学会分析问题、做出
决策，并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项工作。通过学
习多种农业技能，学生们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提
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三）磨练意志品质
1. 农耕劳动与意志磨练
农耕劳动是一项艰苦而又充满挑战的活动，

它需要学生们付出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在农耕
劳动中，学生们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如
恶劣的天气、繁重的劳动任务、病虫害的侵袭
等。这些困难和挫折不仅考验着学生们的体力
和耐力，更考验着他们的意志品质。在农耕劳
动中，学生们还需要具备耐心和毅力。农作物
的生长需要时间，从播种到收获往往需要几个
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需
要耐心地等待，精心地呵护农作物。同时，他
们还需要具备毅力，不断地进行浇水、施肥、
除草等工作，确保农作物能够茁壮成长。

2. 意志品质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对学生

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这些品质
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克服困难，取得更好的
成绩。学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需要学
生们具备耐心、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其次，
这些品质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成
功。在工作中，学生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
压力，如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恶劣、竞争
激烈等。在农耕劳动中，学生们可以深刻体会
到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从而更加珍惜劳
动成果，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
他们还可以学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培养团
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些品质对学生的
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47

2025 年，第三期，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四、培养环保意识

（一）农耕文化与生态环保
农耕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对学

生环保意识的树立有着积极的影响。农耕文化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对土地、水源、
气候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例如，传
统农耕中讲究顺应节气进行农事活动，这体现
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同时，农耕文化中的有
机农业理念也为现代环保提供了借鉴。传统农
业中，农民们多使用农家肥，通过轮作、间作
等方式保持土壤肥力，减少了对化学肥料和农
药的依赖，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此外，农耕
文化中的田园风光和生态景观也能激发学生对
自然环境的热爱。

（二）环保意识在劳动教育中的体现
在劳动教育中，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践

行环保理念。首先，在农耕实践中，学生们可
以学习有机农业的种植方法，减少化学肥料和
农药的使用。其次，学生们可以参与农田生态
保护活动。此外，学生们还可以将环保理念融
入到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

五、新时代农耕文明创新劳动教育的新途
径

（一） 融入课堂教学
1. 教学内容与农耕文化结合
在劳动教育课程中，可以将农耕文化与教

学内容紧密结合。教师可以通过讲解不同节气
下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农事活动的安排等，让
学生了解自然规律与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在
讲解劳动价值观时，可以引入农耕文化中的劳
动精神，如勤劳、坚韧、团结协作等。通过讲
述农民们辛勤劳作的故事，让学生体会劳动的
价值和意义，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

2. 教学方法的创新运用
为了更好地将农耕文化引入课堂，可以运

用创新的教学方法。例如，采用情景教学法。
教师可以创设农耕劳动的情景，让学生扮演农
民的角色，进行模拟的农耕活动，如播种、施肥、
浇水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
体验农耕劳动的过程，增强对农耕文化的理解。

还可以运用项目式学习法。教师可以设计
与农耕文化相关的项目，如“设计一个生态农
场”“制作传统农耕工具模型”等。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动手制
作等方式完成项目。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还可以促进学生之
间的团队合作。

此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也是一种创新的
教学方法。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农耕文化的视频、
展示虚拟农耕场景等方式，让学生更加生动地
了解农耕文化。同时，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
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交流，拓宽学生的学习
渠道。

（二）融入校园文化
1. 校园文化活动中的农耕元素
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融入农

耕元素，取得显著的效果。可以组织农耕知识
竞赛，题目涵盖二十四节气、农业谚语、农作
物种植知识等内容。在农业院校还可以开展南
泥湾精神、农垦精神讲座。此外，开展农耕主
题的文艺表演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学生们可
以通过诗歌朗诵、舞蹈、小品等形式，展现农
耕生活的场景和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这些文
艺表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还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了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对农耕文化的认
同感。

2. 校园环境建设与农耕文化
校园环境建设是体现农耕文明的重要方面。

可以在校园内开辟农耕文化主题园区，种植一
些常见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蔬菜等。学
生们可以参与到种植、养护的过程中，亲身体
验农耕劳动的乐趣。在校园的墙壁、走廊等地
方，可以绘制与农耕文化相关的壁画和宣传画。
还可以在校园内设置农耕文化展示角，摆放一
些传统的农耕器具模型、农作物标本等。学生
们可以在课余时间参观学习，了解农耕文化的
历史和发展。

（三） 融入社会实践
在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建设对于农耕文明与

劳动教育的融合至关重要。建设校外劳动实践
基地能够为学生提供更真实、更广阔的劳动实
践场所，让他们深入体验农耕文明的魅力。建
设校外劳动实践基地的方法有很多。首先，可
以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如农村地区的农田、
果园、牧场等。这些地方能够让学生近距离接
触自然，了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此外，还需
要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可以邀请农民、农业专
家等担任指导老师，为学生们传授现代农业知
识和技能。通过校外劳动实践基地邀请了当地
的农业专家作为指导老师，他们凭借丰富的经
验，为学生们讲解了农作物的种植方法、病虫
害防治等知识，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总之，农耕文明创新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宝贵财
富，还培养了新时代合格的劳动者。在未来的
教育中，我们应继续探索和创新农耕文明与劳
动教育的融合方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国家
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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