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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培养一个孩子的动手能力，不
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还可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甚至可
以提高孩子的各种思维能力，对其身心的发
展和责任感的培养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除了家长对孩子动手能力的启蒙，老师又是
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和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
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管是幼儿园还是
小学或初中，为了培养校园里的动手小达人，
老师们也是绞尽脑汁！与其说老师们是在培
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不如说更是在塑造学生
的生活态度。校园的动手小达人都有哪些精
彩表现呢？跟着记者一起来看看吧！

劳动技能大比拼的开展，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动
手能力，还可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对其身心
发展有着很好的作用。近日，青田县城东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塔山路校区就以“劳动促成长、技能大 PK”为
主题，开展了一场劳动技能展示大赛。

赛前，学校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每周一类，逐项推送家务
劳动清单，督促学生每天完成劳动打卡，学习基本劳
动技能。

学校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量身定做了劳动技
能大比拼，一年级扣扣子、二年级叠衣服、三年级系
鞋带、四年级钉纽扣、五年级削水果、六年级调桌
椅，前期有过训练的孩子们，在比拼环节可谓马力
全开。

扣扣子的心无旁骛；叠衣服的把衣服叠得整整齐
齐；系鞋带的心灵手巧；钉纽扣的“穿针引线”，那叫一

个利落；削水果的只看见果皮在上下翻飞；调整桌椅
的卸掉螺丝，升降高度，重新固定，整个动作一气呵
成，评委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这场劳动技能PK，不仅让同学们感受到了劳动的
乐趣，还体验到了劳动的价值。

缙云县长坑小学以其独特的寄宿制教育模式，在
动手能力培养方面独树一帜。学校不仅重视知识的
传授，更将动手能力的培养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通过实践，全面提升孩子们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
力、专注力和耐心。

每天清晨，孩子们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项任务
——内务整理，这成为他们锻炼动手能力的重要途
径。他们不仅要叠好被子，还要将毛巾、牙刷等个人
物品摆放整齐，甚至还要自己清洗衣服。学校通过制
定详细的内务整理标准和流程，引导孩子们逐步掌握
整理技巧，并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培养其自理能力

和耐心细致的品质。
以叠被子为例，学校要求孩子们将被子叠得整

齐划一，并安排经验丰富的宿管老师亲自示范，传
授叠被子的技巧。孩子们则在一旁认真观察，模仿
老师的动作，逐渐掌握叠被子的要领。在实践过程
中，老师还会引导孩子们思考如何更高效、更美观
地叠被子，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另外，学校还会定期举行叠被子比赛等生活
运动会。在比赛中，孩子们要比拼叠被子的速度
和整齐度。这样的比赛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提升了动手能力，还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归
属感。

值周老师更是每天进行内务检查，通过评价和反
馈，开展手拉手结对活动，加速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在长坑小学，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不仅是一项技能学
习，更是塑造同学们的生活态度。

比日常内务赛劳动技能 住校生的动手能力天天在进步

走进青田县腊口镇中心幼儿园，展现在眼前的生
活操作坊、二十四节气坊、木工坊和布艺坊，简直就是
一个迷你社会。孩子们在各个游戏区域里制作手工
艺品、做面包、做糕点，有模有样。

你看，大三班的小朋友正在生活操作坊做南瓜面
包！孩子们把南瓜削皮切成薄片，放锅里蒸软后放
凉，又利落地用电子秤称出了 170克南瓜泥。

“加入 3克酵母，再加入 15克白糖混合均匀后再
倒入 300克面粉，然后加入 12克猪油，揉成光滑面团，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醒一醒……”佩怡小朋友自言自语
地说，“我们在旁边耐心等候，让它醒发 40分钟，再观
察面团有没有发到 2倍大，到时用手指戳个洞，如果
缩不回去，面就醒发好了。”

彦彦小朋友说：“我外婆说要把醒发好的面团进
行揉压，直至把气体排出，然后搓成长条或圆形，再放
入蒸笼里盖上盖子，这里需要 10分钟的二次醒发。”

然然小朋友接着说：“这时我们只要把水烧开，让
面包在锅里蒸 12分钟，到点再焖 3分钟左右就可以出

锅啦！”
孩子们有条不紊，配合默契，一丝不苟地做着南

瓜面包。自己亲手制作的面包总是特别香甜，小朋友
兴高采烈地将蒸好的南瓜面包送到幼儿园大门口，分
给来园接送的家长们吃。

“宝贝们做的面包真是美味可口啊！”吃着孩子们
亲手做的面包，爷爷奶奶们的笑容别提多灿烂了。

在幼儿园的各个场馆和学习中心，我们能看到适
合孩子使用的各种工具和材料，电子秤、闹钟、刀、面
粉、锅碗瓢盆等一应俱全。据幼儿园园长谢巧萍介
绍，为了遵循幼儿全面发展的规律，秉承“循天性、遵
自然、悦童年、享未来”的办园理念，幼儿园打造了多
样化自然游戏区域，创设了生活操作坊、二十四节气
坊、木工坊和布艺坊，形成多功能一站式、无边界的个
性化学习中心，让孩子们在操作过程中培养动手能
力，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

为了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完成他们的活
动，老师除了在前期做好传授和引导外，后期不过多

地干预和指导，让孩子们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
力。

这几天秋高气爽，幼儿园的小农夫们更是忙得不
可开交。他们抢抓晴好天气干各种农活，有的晾晒番
薯丝，有的晒菜干，还有的割稻子、晒稻子、晒柿子、晒
玉米，忙碌的身影穿梭于生活操作坊的各个角落。

与青田县腊口镇中心幼儿园一样，为了从小培养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青田县实验幼儿园依托“五慧”园
本课程中的“慧生活”模块，把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融进了孩子的学习日常中。

幼儿园开展的“我是值日生”活动，让每个小朋友
都有机会亲身参与到班级的日常劳动中。他们轮流
担任值日生，分工有序，有的负责分餐，有的负责叠毛
巾，有的负责拖地，有的负责擦桌子，孩子们自己能做
的事全都亲自上手实践。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不仅
学会了如何分工合作，更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
培养了责任感和独立性，班级的环境也因为孩子们的
努力显得更加整洁有序。

把课程游戏融进生活 幼儿园里的面点师和小农夫有模有样

秋天的田野就是丰收的大卖场，滚圆的地瓜成熟
了，各种瓜果蔬菜长势喜人。为了让同学们在亲近大
自然的同时又能提升动手能力，连日来，各个学校的
老师纷纷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果蔬采摘及种植活动。

近日，在青田县海口镇小学的红领巾欢乐农场，
随着同学们的到来，立马变得热闹起来。原来 101班
的班主任吴冠军老师正在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挖番
薯的技巧：“孩子们，挖番薯的时候不要太用力，要轻
轻地把土拨开，这样才不会伤到番薯。大家可以先观
察番薯的叶子，顺着叶子的根部往下挖，就很有可能
找到番薯啦！”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眼里充满了期
待。

有了老师的指导，同学们之后的挖番薯活动就显
得轻松多了。同学们手持工具，有的谨慎地拨开泥
土，仔细探寻番薯的踪影；有的则兴奋地展示自己挖
到的“大宝贝”，丰收的番薯地处处回荡着同学们的欢
声笑语。

除了挖番薯，同学们还迎来了令人期待的冬菜种植
活动。在各班家长农耕员的带领下，同学们热情高涨地
加入种菜大队，在农场里播撒下属于他们的冬日希望。

经过辛勤的耕耘与浇灌，遂昌县金岸小学农耕园
里种植的水稻已成熟，那一片金黄的稻田仿佛是大地
对孩子们辛勤付出的馈赠。为了传承农耕文化，让同
学们亲身感受收割稻子的艰辛与喜悦，培养吃苦耐劳

的精神，近日，遂昌县金岸小学举行了“秋收稻香初体
验 幸福劳动促成长”农耕活动。

据了解，金岸小学今年收获的水稻，是 2023年金
岸小学师生从杭州带回的“海创粮田”稻种。今年春
季，同学们在科学老师的带领下亲自育苗培养，终于
在这个金秋迎来了丰收时刻。

在活动开始前，班主任曾良英老师给同学们讲解
了割稻子的详细动作和使用镰刀时的安全注意事
项。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学生们逐渐掌握了收割的技
巧，动作也越来越熟练。稻田里，师生们忙碌的身影
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收画卷。

老师和家长当起农耕传授员 小学生挖番薯割水稻得心应手

土爽面作为丽水缙云的传统美食，承载着悠久的
历史与文化。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家乡的特色，
同时培养动手实操能力，近日，缙云县双溪口乡中心
幼儿园特别策划了一次食趣课堂。原来，他们要亲自
体验一番土爽面的制作过程。

活动现场，传统手工艺人的讲解很快吸引了孩子
们的注意力。认真地听完讲解后，孩子们亲自动手参
与土爽面的制作。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面粉倒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水和盐后，用小手认真地揉起面团。虽然
动作还略显生疏，但他们的专注和努力让人感动。

在土爽面制作手艺人手把手地指导下，孩子们手里的
面条拉好了、拉好的面条被挂在特制的架子上晾晒……每

一个步骤，孩子们都做得有模有样。当阳光洒在细长的
面条上时，仿佛给它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孩子们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独立生活技
巧，近日，莲都区太平小学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炊事研学活动。野炊开始了，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
每个小组都拿出了柴火灶和烹饪工具。在老师、家长
的指导下，他们开始了烹饪前的准备工作：洗菜、切
菜、生火……火苗逐渐旺起来时，炊烟袅袅升起，整个
场地显得温馨而忙碌。同学们围坐在灶台旁，添柴生
火，感受着烹饪的原始魅力。

炊事研学过程中，每个小组都展现出了自己的创

意和厨艺。“烟火人间”烧烤店、“热辣滚烫”火锅店，还
有“中华经典”小面馆……虽然过程中不乏烧焦和调
味过重的小插曲，但这些都成为了同学们美好记忆的
一部分。五年级的谢正依说：“我学的烧火技术终于
派上用场了。”二年级的周逸豪说：“我可以回家跟爸
爸妈妈说我学会做好吃的了。”

午餐时间，同学们品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佳肴，
感觉特别香，特别有成就感。此次炊事研学活动不仅
是一次社团实践活动，更是一次对团队协作和独立生
活技能的培养。同学们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课堂走向
生活，不仅学会了如何分工合作、解决问题，也体会到
了劳动的乐趣和艰辛。

校园内制作传统美食 野外生火做饭 孩子们的手上功夫越来越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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