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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校人教社新版语文教科书有关

劳动教育 内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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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新疆师 范大 学教育科学 学 院 ， 乌鲁木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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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教科书承载着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 。 本研究通过对不 同版本语文教科书进行

内容分析发现 ， 聋校人教社新版教科书的劳动教育 内容有 以下特点 ： （
１

）在 旧版基础上精简

了劳动要素 ， 加强 了对劳动精神 品质 的关注 ， 优化 了 内容 的呈现方式 ； （
２

） 劳动价值主题与

普校教科书一致 ，
且安排了部分相 同选文 ； （

３
） 劳动要素多于普校教科书 、 尤其重视生活劳

动和服务劳动 ，
选读篇 目 多 、 内容直观性强 、淡化了思辨深度 ，符合聋生的特殊学情 。

关键词 特殊教育 聋校 语文教科书 劳动教育

分类号 Ｇ７６２

１引 言

劳动教育是 以 培养学生劳动价值观和劳动素养

为 旨归 的教育活动 ［
１

］

， 是立德树人、 五育并举 、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 的一环 ［
２

］

。 党和政府历来关注

劳动教育 ［
３

］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发布 ，标志我 国劳动教育进人了

新的发展阶段 ［
４

］

。

劳动教育内容不仅呈现于劳动课程 中 ， 通常还蕴

藏在各个学科的教学过程里 。 语文课程 因其
“

文 以 载

道
”

的特征 ， 负载着劳动教育的丰厚资源 、 承担着劳动

教育渗透的重要任务 。 从我 国 当前的聋教育实践与研

究情况来看 ， 劳动教育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依托劳技

和职教课程进行劳动技能 、 职业技术 的教育 ［
５

］

，
而语

文教育与研究侧重传授学科知识 、发展聋人学生 （ 以下

简称
“

聋生
”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 相对而言 ，分析语文

教科书蕴含的劳动教育 内容 、使用语文教科书进行劳

动教育渗透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

教科书是课程 内容的物质载体 ， 进行语文教科书

内容分析是阐释语文课程劳动教育 内 容的途径之一 。

我 国聋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使用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 、

审定 ，人民教育出 版社 （ 以下简称
“

人教社
”

） 出 版的专

用教科书 。 ２０ １ ７ 年起 ， 据 《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 语

文 》编写 的聋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语文 》 （ 以下简称
“

聋校新版教科书
”

） 陆续出版 ，
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已 出 版 ６

册 。 聋校新版教科书是在十八大以来 日 益强调 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背景下诞生的 。 它承载了哪些劳动教育 内

容 ？ 它与 １ ９９５ 年人教社编写和 出 版 的全 日 制聋校实

验教材 《语文 》 （ 以 下简称
“

聋校 旧版教科书
”

） 有何差

异 ？ 此外 ，
劳动教育具有促进聋生身心健康发展 、融人

和立足主流社会 、实现人生价值 、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

特殊意义 ［
６

］

， 那 么 与普通学校语文教科书 （ 以 下简称
“

普校教科书
”

）相 比 ， 聋校新版教科书的劳动教育 内容

有哪些特点 ？

为解答上述疑问 ， 本研究将 ６ 册聋校新版教科书

的劳动教育 内容与聋校 旧版教科书 、 现行人教版普校

教科书进行了 比较 ，
以期较全面地掌握其劳动教育 内

容特点 ， 为开展聋校语文教学实践 、聋生劳动教育渗透

和聋校语文教科书研究提供资料 。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 ． １ 研究对象

以三套 １
？ ６ 册小学语文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 ， 分

别为聋校新版教科书 ， 聋校 旧版教科书 ，
以 及 ２０ １ ６ 年

教育部组织编写 、 人教社 出 版的普校教科书 。 聋校 旧

版教科书提供了历史视域 ， 有助于 了解聋校新版教科

书劳动教育 内容的发展变化情况 ， 普校教科书提供了

现实反观
，
有助于厘清聋校新版教科书劳动教育 内容

的
一般性和特殊性 。 以篇 目 作为分析单元 。 教科书的

每个人学教育 ， 拼音 、 识字和 阅读课 ， 语文 园地 ，
习 作 ，

口语交际等板块分别记为 １ 个篇 目 。 经统计 ，

三套教

科书共含篇 目 ６２５ 个 ， 其中聋校 旧版含篇 目 １ ５５ 个 、聋

校新版含篇 目 １ ９７ 个 、普校含篇 目 ２７ ３ 个 。

２ ． ２ 研究方法

采用 内容分析法和 比较研究法 。 研究方法遵循教

科书 内容的课程社会学分析路径 ［
７

］

， 首先建构定量分

＊ 本文是 ２０ １ ７ 年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中 国特殊教育通史
”

（项 目 编号 ：
１ ７ＺＤＡ３２ １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 局宇翔 ， 博士研究生 ，
中学语文一级教师 ，

研究方 向 ： 特殊教育史 ，
聋校课程与教学 。 Ｅ ｍａｉ ｌ

： ｇｙ
ｘ ｉａｎ

ｇ
＠ ｍａ ｉ ｌ ． ｂｎｕ ． ｅｄｕ ． ｃｎ

＊＊＊ 通讯作者 ： 买合甫来提 ？ 坎吉 ，博士 ， 教授 ，
研究方 向 ： 阅读障碍 。 Ｅ ｍａｉ ｌ

：
ｍｋａｎ

ｊ
ｉ ＠ １ ６３ ． Ｃ〇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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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框架 ， 对劳动教育 内容进行编码和频数分析 ， 随后基

于频数差异 比较三套教科书劳动教育内容的共性与区

别 ，
阐释聋校新版教科书劳动教育的 内容特点 ，最后结合

统计结果和劳动教育的具体 内容提出思考与展望 。

数据录人和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２ １ ． ０ 软件 。

２ ． ３ 分析框架

以往的教科书劳动教育 内容研究 ，
主要采用定性

的文本分析法梳理和归纳劳动教育资源与 目 标 ， 缺少

可直接引用的量化系统 。 本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
，结合三套教科书的实际 内容 ，建构 了操作性的分

析框架 。

劳动教育既有实践性也有价值性 ［
８

］

， 语文教科书

里的劳动教育价值 目标往往是潜在的 ，
需要依托具体 、

显在的劳动实践 图景或听说读写等知识点 ［ ９ ］

。 例如 ，

《 曰 月 明 》
一文将培养团结协作精神的价值 目标渗透在

描写三位同学合作植树的插 图和 阅读材料里 。 因此
，

本研究借鉴前人从劳动实践 、劳动价值认知两方面开

展语文教科书文本分析的经验
［
ｗ

］

， 将分析框架设计为

劳动要素和劳动价值主题两个维度 （表 １
） 。

劳动要素是指教科书文本 、插 图 中客观显见 的劳

动行为 、劳动场景等 。 关于学校教育应 当 聚焦 的劳动

要素 ， 黄济教授认为包含生产技术劳动 、社会公益劳动

和 自 我服务劳动 ［
１ １

］

。 ２０２０ 年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将劳动教育确定为 日 常生活

劳动 、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 基于上述代表性 的观

点 ，本研究的劳动要素分三个类 目 ， 即 ： 农业 、工业 、 渔

业 、手工业等直接创造物质产 品 的生产劳动 ， 学校 、家

庭中 的生活劳动 ， 涵盖商业 、医疗 、 教育等服务行业及

公益劳动在 内 的服务劳动 （表 １
） 。

劳动价值主题是指教科书篇 目 中潜在 的 、 以劳动

教育为主题的教育 目 标 。 上述文件是从劳动 的观念 、

习惯 、能力 、精神等方面描述学校劳动教育总 目 标 的 。

在厘定小学语文教科书劳动价值主题的几项研究 中 ，

有珍惜劳动成果 、尊重劳动人民 、 学习 劳动技能 、 认识

劳动工具
“

四类说
”

［
１ ２

］

，
有知 晓劳动意义 、赞美劳动人

民 、珍惜劳动成果 、培养劳动习惯 、塑造 良好品质
“

五类

说
”

［
１ ３

］

。 综合以上文献 ， 本研究 的劳动价值主题分为

四个类 目 ：

一是热爱劳动 、尊重劳动者和劳动过程 、珍

惜劳动成果等
“

崇 尚劳动
”

，

二是勤奋 、 团结 、创新等
“

劳

动精神
”

，

三是 自 主劳动 、按时劳动等
“

劳动习惯
”

，
四是

认识劳动工具 、 了解劳动程序 、掌握劳动方法等
“

知识

技能
”

（表 １
） 。

表 １ 劳动教育 内容分析框架

维度类 目 聋校新版语文教科书 中 的课例

生活劳动第 １ 册 ｐ
７２ 《 自 己来 》 ：

“

自 己穿衣 ，
自 己叠被… … 自 己事情 自 己做 ， 才是勤快棒小孩 ！

”

劳动要素生产劳动第 １ 册 ｐ
８２ 《 ｅｎ

ｇ
ｉｎ
ｇ 

ｏｎ
ｇ 

ｉｏｎ
ｇ》的工厂 、工人插图 。

服务劳动第 ３ 册 Ｐ
８ １ 《青蛙写诗》课后 的教师 、医生 图片和对应写句练习

“

小美长大了想 当
”

。

崇 尚 劳动第 ６ 册 淖 １ 《朱德的扁担 》用伟人爬 山挑粮的故事 ， 渗透培养学生崇 尚 劳动 的教学 目标 。

＾劳动精神第 ６ 册 Ｐ
７ １ 《鲁班造锯 》用鲁班的故事 ， 揭示勇 于创新的劳动精神 。

劳动价值主题

知识技能第 ２ 册 Ｐ
３ ５ 《他是谁 》呈现工人 、教师 、农民 、 解放军 、清洁工等形象 ， 使学生了解各行业名称 、工作 内容 。



劳动 习惯第 ５ 册 Ｐ
１ 《文具的家 》培养学生每天放学时整理文具的劳动 习惯 。



为考察劳动教育在教科书 中 的呈现方式 ， 本研究

还结合小学语文教科书 的基本 内容和结构 ， 将劳动要

素 的呈现方式分为
“

依托生字 、 生词 、例句
” “

依托插 图
”

“

依托课文
”

和
“

依托习题
”

， 将劳动价值主题的呈现方

式分为
“

呈现于拼音 、生字词和句子教学等基础知识篇

目 中
” “

呈现于必读 、精读课文 中
” “

呈现于选读 、略读课

文 中
”

和
“

呈现于语文园地 、习作等其他篇 目 中 ＇

正式分析前 ，
两位拥有硕士学位和十年语文教学

经验的研究者随机选取一册教科书进行预分析 ，
根据

分析情况调整和完善分析框架 。 结果表 明 ， 本研究设

计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好的 内容效度和评分者信度 ， 能

覆盖 １
？ ６ 册语文教科书的劳动教育 内容 ，

评分者间 的

斯皮尔曼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 ． ９５ 。

２ ． ４ 编码方式

关涉劳动教育的每个选文 、插 图 、 习 题、字词句知

识点均计为 １ 个劳动要素 ， 根据实际 内容分别计人三

个类 目 下 。 某个篇 目 可能不含劳动要素 ， 或含至少 １

个劳动要素 。

劳动价值主题 由研究者对篇 目 中劳动要素 的综合

分析揭示 出来 ， 或对照教师教学用 书等教参资料进行

确定 ，分别计人四个类 目 下 。 某个篇 目 可能不含劳动

价值主题 ， 或含 １
？ ４ 种劳动价值主题 。

含劳动教育内容 的篇 目 有两种样态 ，

一是仅呈现

劳动要素而不含劳动价值主题 ， 如聋校新版教科书第

４ 册 《春雨
“

沙沙
”

》展现春雨 中 的迷人乡 村 ， 其 中
一处

选文 、

一

幅插 图 、

一个课后练习 与种植活动有关 ， 计 ３

个劳动要素 ， 均为生产劳动 ， 篇 目 不含劳动价值主题 。

二是兼有劳动要素和劳动价值主题 ， 如聋校新版教科

书第 ６ 册 《邓小平爷爷植树 》通过呈现邓小平同志植树

的动作 、表情和语言 ，传达了热爱劳动 、珍惜劳动成果 、



聋校人教社新版语文教科书有关劳动教育 内容的分析 ／高宇翔 买合甫来提 ？ 坎吉 ？４ １ ？

认真细致劳动的精神 ， 其 中
一处选文 、

一组生字 、 两幅

插图 、 四个课后练习 与劳动有关 ， 计 ８ 个劳动要素 ， 均

为生产劳动类 目
， 篇 目 含劳动价值主题 ， 在崇 尚 劳动 、

劳动精神类 目 下分别计 １ 。

３ 结果与讨论

下文的观点均针对聋校新版教科书有关劳动教

育 内容的特点进行阐述 。

３ ． １ 精简劳动要素但仍赋予劳动教育更高价值

聋校 旧版教科书 、聋校新版教科书 、普校教科书含

劳动要素的篇 目分别为 ８４ 个 （ ５４ ． ２ ％
 ） 、 ９２ 个 （ ４６ ． ７ ％ ）

和 ８９ 个 （ ３２ ． ６％
） ， 其劳动要素的呈现频率见表 ２ 。

ｔ 检验表 明 ， 聋校新版教科书劳动要素 的平均频

率显著低于聋校 旧版教科书 （ ｔ
＝ ３ ． ２ １ ４ 

＝
０ ． ００２

） ，
显

著高于普校教科书 （ ｔ 
＝

３ ． ５ １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生活劳动 的频

率显著高于普校教科书 （ ｔ 
＝
３ ． ６ １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服务劳

动的频率显著高于普校教科书 （ ｔ
＝
２ ． ２７

， Ｐ

＝
０ ． ０２５ ｈ

ｆ 检验发现 ，聋校新版教科书含劳动要素 的篇 目 显著

多于普校教科书 （ Ｘ

２
＝ ９ ． ６ １

， ｐ

＝
０ ． ００２

） 。

聋校旧版教科书 的劳动要素相对密集 ，
且渗透于

识字 、学词 、 阅读 、写作 、练习 的诸多环节 ， 使这套教科

书洋溢着浓厚的
“

劳动气息
”

， 反映出上世纪 ９０ 年代教

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 累

劳动后备力量的育人 目标 ［
１ ４

］

。 不过 ， 为 了使
“

语文性
”

和
“

劳动性
”

相得益彰 ， 语文教科书 的劳动要素应 当安

排在一定数量之 内 ， 有研究者认为 ，
教科书 中含某种价

值取向 的篇 目 比例若超过 ５０ ． ０％
， 则需要在修订时予

以合理压缩
［

１ ５
］

。 因此 ，聋校新版教科书显著精减 了冗

杂的 、 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劳动要素 ，含劳动要素的篇 目

比例趋于下降 ， 这是其在 ２０ １ ６ 年 《聋校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 ？ 语文 》和新课程理念指导下 ， 劳动教育 内容逐步

优化的表现 。

表 ２ 劳动要素的呈现频率 （个 ／篇 ，
Ｍ ± ＳＤ

）

教科书版本 平均频率 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 服务劳动

聋校新版教科书 ３ ． １２ ± ２ ． ６ １ １ ． ０８ ± ２ ． ０ １ １ ． １ ７ ± １ ． ８６ ０ ． ８７ ± １ ． ４９

聋校旧版教科书 ４ ． ８８ ± ４ ． ８５ １ ． ７７ ± ３ ． ６３ １ ． ８ ８ ± ４ ． ０ １ １ ． ２３ ± ２ ． ４６

普校教科书 ２ ． ０９ ± １ ． １ ８ ０ ． ２８ ± ０ ． ６４ １ ． ３７ ± １ ． ３６ ０ ． ４４ ± １ ． ０３

人教社 同一 时期 出 版 的聋校新版教科书 和普校

教科书何以呈现劳动要素的数量差异 ？ 课程社会学的

观点认为 ，
教科书 内容的数量分配差异不是纯粹的数

量 问题
，
而是编写者在不 同价值观指导下 的主观处理

结果 ， 某种 内容的数量会
“

隐示
”

其在教科书 中 的相对

地位 ， 所 占篇幅越大 、 出 现频率越高的则被认为更受重

视 ［
１ ６ １ ７

］

〇

与普校教科书相 比 ， 聋校新版教科书劳动要素 的

承载量大 ， 表明编写者对聋校语文课程 中 的劳动教育

内容赋予 了更高价值和特殊地位 ， 尤其关心社会 、 学

校 、家庭 中 常见的服务劳动和生活劳动教育 ，从而培养

聋生从身边力所能及的劳动做起 、掌握基本劳动技能 ，

借由劳动教育补偿缺陷 、提升能力 、培育 品德 ， 成为能

生活 自理、服务他人 、贡献社会的劳动者 。

３ ． ２ 价值主题具有
一

般性但思辨 空 间有待扩展

三套教科书有 ９ １ 个 （
１４ ． ６％

） 篇 目 含劳动价值主

题
，其中聋校 旧版教科书 ２９ 个 （ １ ８ ． ７％

） 、聋校新版教

科书 ２９ 个 （ １４ ． ７ ％ ） 、普校教科 书 ３ ３ 个 （ １ ２ ． １ ％ ） 。 ｘ

２

检验显示 ， 聋校新版与 旧版 、聋校新版与普校教科书含

劳动价值主题的篇 目 数量分别无差异 （ ｐ
ｓ ＞ ０ ． ０５

） 。

在含劳动价值主题的篇 目 中 ，聋校 旧版教科书
“

知

识技能
”

类有 １ ７ 个 （ ５ ８ ． ６ ％
） 、

“

崇 尚 劳动
”

类有 １ ７ 个

（ ５８ ． ６％ ） 、

“

劳动 习惯
”

类有 １ ５ 个 （ ５ １ ． ７ ％ ） ， 对
“

劳动精

神
”

的关注相对不足 （
９ 个 ，

３ １ ． ０ ％
） 。 伴随课程与教学

理论的革新 ，

“

劳动教育的 内核不是知识技能 ，
而是崇

尚劳动 的价值观和劳动的热情 、创造性等精神 品质
”

的

观点 日 见彰显 ［
１ ８

］

。 ｆ 检验显示 ， 聋校新版教科书含
“

劳动精神
”

的篇 目 （
２０ 个 ，

６９ ． ０ ％
）显著多于 旧版 （ Ｘ

２
＝

８ ． ３５
， ？ 

＝
０ ． ００４

） ，

“

劳动习惯
”

主题篇 目 （
６ 个 ，

２０ ． ７％
）显

著少于旧版 （ Ｘ

２
＝ ６ ． ０５

， Ｐ 

＝
０ ． ０ １４

） ，

“

知识技能
”

主题篇 目

（ ６ 个 ，
２０ ． ７ ％

）显著少于 旧版 （ ｘ

２
＝ ８ ． ７２

，
ｐ

＝
０ ． ００３

） ，

“

崇

尚劳动
”

主题篇 目 （ １４ 个 ，
４８ ． ２％ ） 与 旧版无差异 （ Ｘ

２
＝

０ ． ６２
， ｐ

＝
０ ． ４３０

） 。 可见 ， 聋校新版教科书 的劳动价值

主题从以往对知识技能的迷思 中抽离 了 出 来 ， 转 向劳

动知识技能 、劳动态度观点与劳动精神 品质并重 的综

合取向 。

聋校新版教科书与普校教科书在含劳动价值主题

的篇 目 比例 、 四类主题的数量分布上基本一致 （ ｐ
ｓ＞

０ ． ０５ ） ， 并且安排了 《 日 月 明 》 《吃水不忘挖井人 》等相 同

选文 ， 表明语文课程对聋生劳动教育 的渗透符合社会

主流价值 ， 聋校新版教科书的劳动教育 内容具有
“
一般

性
”

或
“

文本 间性
”

［
１ ９

］

， 即与供其他读者使用 的教科书

存在诸多类似之处和广泛的联系 ［
２０

］

。

但值得注意的是 ，普校教科书依托必读 、精读课文

呈现劳动价值主题的数量 （ ２５ 个 ，
７４ ． ８ ％ ） 显著多于聋

校新版 （
１４ 个 ，

４８ ． ３ ％
， ｘ

２
＝ ５ ． ００

， ｐ

＝
０ ． ０２５

） ，
且为学生

提供了广 阔 的思辨空 间 。 如 《蜘蛛开店 》 《方帽子店 》等

均从反例人手 ， 未直接提供某种劳动方式 、态度好或坏

的价值判断 ，
不以权威迫使学生盲从某种劳动观点 ，

而

是通过案例呈现 、 主题思想 留 白 、 开放式 问题引 导 ， 给

予学生深人省思 的空 间 、师生充分对话的场域 。 如此

设计的普校教科书为教师
“

用教材教
”

提供了 基础 ， 使

劳动价值主题从富有鲜活魅力 和生命力 的语言文字

中 、思想观点 的交流碰撞 中 、劳动认知 的逐步澄清 中生

成和建构 出来 ，使劳动精神能愈加深刻地进人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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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
２ １

］

，有助 于鼓励学生辩证思考 、敢于探索 、敢于怀

疑 ，培养劳动价值的选择和判 断能力
［
２２

］

， 而教会学生

如何在不 同价值之间做 出 选择 ，
正是锻炼他们有能力

适应未来世界之万变的要义 ［
２３

＼

聋生抽象思维和 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的压力 ， 师生

高效课堂对话的挑战 ［
２４

］

，
以及 由此形成的聋校语文课

程知识传授式教学
“

惯 习
”

［
２５

］

和
“

套路式教学
”

［
２６

］

、聋

校语文教育者对新课程理念的
“

阻抗
”

［
２７

］

， 可能约束 了

聋校新版教科书劳动教育 内容 的选择 ， 使其与普校教

科书相 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理解层次 、思辨深度 、 对

话空 间和 留 白余地 ，
以便顺应聋生 的特殊学情

［
２８

］

、 迎

合我 国聋校语文教学的现实情境 。

３ ． ３ 呈现方式直观多样但传统文化注入不足

从劳动要素和劳动价值主题的呈现方式来看 ，聋校

新版教科书劳动教育内容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

一是劳动要素直观简显 ， 易 于聋生理解 。 ｔ 检验

发现 ，
它继承 了 旧版教科书 内容直观、 简显 的选编经

验 ，依托插图呈现的劳动要素显著多于普校教科书 （ ｔ

＝
３ ． ９４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依托字词句呈现 的劳动要素显著

多于普校教科书 〇 ＝ ３ ． ２〇 ４ 

＝
０ ． ００２

） ，依托选文篇章呈

现的劳动要 素显 著少 于普校教科书 （ ｔ
＝ ３ ． ９９

，Ｐ

＝

０ ． ００ １ ） ， 传达了编写者对小学聋生视觉形象思维 占优

势 、篇章 阅读能力相对落后 的认知特点 的关照 （表 ３
） 。

表 ３ 劳动要素的呈现方式 （个 ／篇 ，
Ｍ ± ＳＤ

）

版本字词句 中选文 中插图 中习题中

聋校新版教科书〇 ． ４４ ±  １ ． ０２０ ． ５ ５ ± ０ ． ５０ １ ． ４４ ±  １ ． ３２０ ． ７０ ± １ ． ０５

聋校 旧版教科书〇 ． ６４ ±  １ ． ９２０ ． ４４ ± ０ ． ５０ １ ． ８ ７ ± ２ ． １ ２１ ． ９３ ± １ ． ７３

普校教科书０ ． ０ ８ ± ０ ． ３ １０ ． ８ ３ ± ０ ． ４３０ ． ８ １ ± ０ ． ７５０ ． ３７ ± ０ ． ６５

二是有关劳动教育的课后习题具有综合性 。 聋校

旧版教科书劳动要素依托习题的频率高 ， 其 中 多有对

例句 、 选文的机械复述 ，关注语言文字的基础训练和劳

动知识的强化巩固而思想性浅浮 ， 如
“

看 （听 ）话写下面

的句子 ：值 日 生先洒水 ， 再扫地 。

”

聋校新版教科书在习

题中呈现的劳动要素显著少于聋校 旧版教科书 ， （ ｔ
＝

５ ． ６６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但体现 了综合性思想 ， 如 《胖乎乎

的小手 》的习题
“

你也有一双小手 ， 你用这双手帮助周

围 的人做过哪些事 ？ 

”

这类题 目 不拘泥于单纯的语言基

础训练 ， 形式更丰富 ， 内容也更具思想性 、实践性 、拓展

性 ［
２９

］

， 利于引发聋生思考 、体现文章 中心思想 ， 成为揭

示和升华劳动价值主题的点睛之笔 。

三是涉及劳动教育的选文趋于多样化 。 聋校旧版

教科书的篇 目 中有 《笤帚 簸箕 》等劳动工具的罗列 ， 有

《撒种 播种机 》等生产劳动 的认识 ，
也有 《蒋小芸洗手

帕 》等劳动方法 的学 习 。 实 际上 ， 语文课程不应 同 思

政 、历史课程那样对有关内容进行罗列和陈述 ，
而宜借

助选文引导学生体悟字里行 间蕴藏 的思想 内 容 、 人文

精神 ， 这样的
“

人文性
”

才是语文和其他人文学科 的真

正分野 ［Ｍ ］

。 通过优化课文系统 ，
新版教科书选文形式

趋于多样 ， 《小猫种鱼 》等儿童文学作 品 富有趣味性和

时代气息 ，
也契合小学聋生 的学习 兴趣 ； 《棉鞋里 的 阳

光 》等文质兼美的生活记事贴近聋生经验 、具有感染力 ，

适合开展劳动启 蒙 ； 《邓小平爷爷种树 》等伟人故事教育

性强
，
且融合了政治思想 、革命传统 、道德品质 、创新智慧

等多元主题 ，
昭显了

“

以劳树德 、 以劳增智 、 以劳育美 、 以

劳创新
”

的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意蕴 ［
３ １

］

。

四是增加 了劳动教育相关的选读 、 略读篇 目 。 聋

校旧版教科书未设计选读 、略读篇 目
， 为了增强教科书

内容的弹性 、适应差异化的聋生学情 ， 聋校新版教科书

１
￣

６ 册均安排有 ５
￣

６ 个选读或略读篇 目
， 其 中 《我六

岁 》 《小猫钓鱼 》等 １ ０ 个篇 目 （
３４ ． ５ ％

） 含劳动价值主

题
，
显著多于普校教科书含劳动价值主题的选读 、略读

篇 目 （ ３个 ，
９ ． １ ％

， 乂

２
＝ ６ ． ０ １

， ｐ 

＝
０ ． ０ １４

） 。

不过 ，聋校新版教科书选编 的注人了 劳动价值主

题的传统文化篇 目 明显不足 。 为当代社会所崇 尚 的劳

动观点 、劳动精神大多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之 中 。 研

究发现 ，

１￣６ 册聋校新版教科 书仅选编 了 《 日 月 明 》

《鲁班造锯 》等 ７ 个有关篇 目
， 普校教科书则收录 了１ ２

个 ， 回应了小学语文课程增加传统文化 内 容 的整体要

求
［
３ ２

］

， 有助于固本培元 、打好中 国底色 ， 让学生从经典

作品 中汲取中华民族的文化气度和文化神韵 、劳动精

神和劳动智慧 ， 形成文化 自觉和文化 自信
［
３ ３

］

。

４ 思考与展望

教育具有
“

社会再生产
”

功能 ，
教科书 向学生传递

何种劳动教育 内容 ， 就有可能
“

再生产
”

什么样的劳动

者 ［
３４

］

。 国外研究发现 ，
教科书可能将残疾人塑造成为

不适应参与多样化的 、富有竞争性的 、精英社群的社会

活动的人 ［
３ ５

］

。 在我 国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 ， 聋人比健

听人面临更严峻的就业挑战 ， 往往被视为社会边缘群

体和弱势阶层 ［
３６

］

。 劳动观念和职业认知 的偏差是 限

制聋人职业发展 的关键原 因之一
［
３７ ３ ８

］

， 虽然 １
￣

６ 册

聋校语文教科书的劳动教育 内容随时代发展而趋于优

化 ， 与现行普校教科书的劳动价值主题具有相似性 、符

合主流社会对培养劳动者 的一般期待 ， 但需要思考 的

是 ， 其为聋生提供聚焦生活劳动和服务劳动场域的 、强

化劳动要素而弱化劳动思辩的 、有别于普校教科书 的

劳动教育 内容 ，是否会在未来进
一步加大两个群体的

阶层差异 ［
３ ９

］

。

为了进一步优化聋校语文教科书 的劳动教育 内

涵 ，本研究从
“

劳动教育的 内容开发
”

和
“

劳动教育的 内

容使用
”

视角提出建议和展望 。

“

劳动教育的 内容开发
”

有两层意蕴 。

一是对教科



聋校人教社新版语文教科书有关劳动教育 内容的分析 ／高宇翔 买合甫来提 ？ 坎吉 ？４ ３ ？

书编写者来说 ，
７ ？

１ ８ 册聋校新版语文教科 书仍在编

辑 、出版过程 中 。 如何科学选编融合 了传统文化和 时

代趣味的劳动教育 内容 ， 培养聋生成长为有能力立身

社会的 ， 兼有基础能力和高端追求 、先贤智慧和 当代精

神 、工 匠 品格和创新思维 ， 能够在未来体面而幸福生活

的劳动者 ， 是有待探索 的 问题 。 二是对聋校语文教师

而言
， 聋校新版语文教科书 的 内容是具有

一定弹性的 ，

可 以根据不同地区 、不 同残疾程度 的聋生学情灵活调

整 、补充劳动要素 ［
４０

］

。 培养教师 的教材建设意识 ， 使

其成为教科书劳动教育 内容 的开发者和创编者 ， 将有

利于为聋校语文课程的劳动教育渗透提供更多 、更好

的资源 。

值得注意的是 ，
教科书塑造 的劳动者形象是使学

生获得劳动教育熏 陶 的一个关键媒介 ［
４ １

］

， 《聋校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 ？ 语文 》

“

教材编写建议
”

部分亦提 出 要
“

增加反映残疾人精神 的作 品
”

。 本研究发现 ， 聋校 旧

版教科书仅第 １ 册 《人学教育 》呈现了
一位从事文学创

作的肢体残疾劳动者插 图 ，
１
？ ６ 册聋校新版教科书还

未刻画残疾劳动者形象 。 因而 ， 为 昭显聋校语文教科

书劳动教育内容的
“

特殊性
”

，
也需要在编写 ７ ？

１ ８ 册

新版教科书时 、 在教师对教科书 内容 的二次开发过程

中关注对残疾人 （尤其是聋人 ）劳动楷模的树立 ，
以 便

有效激励聋生充分发展 自 身劳动潜能 。

教科书是课程 内容的物质载体 ，
教学 目标的达成

则有赖于教科 书 内 容 的
“

教 学转化
”

［
４２

］

， 即 教科 书使

用 。 从
“

劳动教育 的 内容使用
”

视角来说 ， 聋校语文教

师的教科书分析能力 、教科书的使用理念 、对劳动要素

的敏感性 、对劳动教育资源 的挖掘情况 ， 聋生与教科书

文本的对话深度等会影 响聋校语文课程 的劳动教育

成效 。 因此 ，
开展聋校新版语文教科书使用 的 国家级

培训 、研讨教科书蕴藏的劳动教育资源 、 探究基于新版

语文教科书 内容的聋校劳动教育策略 、调查新版语文

教科书的师生使用情况等 ， 可以作为未来的实践路向 。

此外 ，
参考劳动教育 内容分析的经验 ，

开展聋校新

版语文教科书政治思想 、 道德 品质 、审美情趣 、科学素

养等其他价值内容的研究 ，
深化对聋校新版语文教科

书 内容的理解 ， 亦具有重要 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

５ 结论

（ １ ）聋校新版语文教科书在 旧版基础上精简 了 劳

动要素 ， 加强 了对劳动精神 品质的关注 ， 优化了劳动教

育 内容的呈现方式 。

（ ２ ）聋校新版语文教科书 的劳动教育 内容具有一

般性 ，
含劳动价值主题的篇 目 比例 、 四类劳动价值主题

的数量分布与普校教科书一致 ，
且安排 了 部分相 同选

文 。

（ ３ ）聋校新版语文教科书 的劳动教育 内容亦有特

殊性 ，
劳动要素多于普校教科书 、 尤其重视生活劳动和

服务劳动 ，
选读篇 目 多 、 内容直观性强 、 淡化 了思辨深

度 ，符合聋生的认知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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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ｌａｂｏ ｒ ｅ ｌｅｍｅｎｔ ｓ

ａｒｅｓ ｉｍ
ｐ

ｌ ｉｆｉ ｅｄｏｎ ｔｈｅｂａ ｓ ｉ ｓｏｆ ｔｈｅｏ ｌ ｄｅｄ ｉ ｔ ｉ ｏｎ
，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ｓ

ｐ
ｉ ｒｉ ｔｕａ ｌｑｕａ ｌ ｉ ｔ

ｙｏ ｆ ｌ ａｂｏ ｒｓ ｔ 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ｐ
ｒｅ ｓｅｎ ｔａ ｔ ｉ ｏｎｍｏ ｄ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ｏ ｐ

ｔ ｉｍ ｉ ｚｅｄ
；２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ｏｆ ｔｈｅｖａ ｌｕｅｏ ｆ ｌ ａｂｏ ｒ ｉ ｓｃｏ ｎｓ ｉ ｓ ｔｅｎ ｔｗ ｉ ｔｈ ｔｈｅ

ｇ
ｅｎｅ ｒａ ｌ

ｓｃｈｏｏ ｌ ｔｅｘ ｔｂｏｏｋ
，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ｖｅ ｒｌａ

ｐ
ｓａｒｅａｒｒａｎ

ｇ
ｅｄ ｉｎ ｔｅｘ ｔｓｅ ｌ ｅｃ ｔ ｉ ｏｎ

；３ ）Ｃ ｏｍ
ｐ
ａｒｅ ｄｗ ｉ ｔｈ ｔｈｅｇｅ

ｎｅ ｒａ ｌｓｃｈｏｏ ｌ

ｔｅｘ ｔｂｏ ｏｋ
， ｔｈｅ ｒｅａ ｒｅｍｏ ｒｅ ｌａｂｏ ｒｅ ｌ ｅｍｅｎ ｔ ｓ ｉ ｎ ｔｈｅｄｅａｆｓｃｈｏｏ ｌ ｔｅｘ ｔｂｏｏｋ

， ｉｎｗｈ ｉｃ ｈｓ
ｐ
ｅｃ ｉａ ｌａ ｔ ｔｅｎ ｔ ｉ ｏｎ ｉ ｓ

ｐ
ａ ｉｄ ｔｏ

ｌａｂｏ ｒ ｉｎｄａ ｉ ｌ

ｙ 
ｌ ｉｆｅａｎｄ ｌａｂｏ ｒ ｉｎ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ｗ ｉ ｔｈｍｏ ｒｅｓｅ ｌｅｃ ｔ ｉ ｏｎｓｆｏ ｒ ｒｅ ａｄ ｉｎ
ｇ

ｔｈａ ｔ ａ ｒｅｍｏ ｒｅ ｉｎ  ｉｎ ｔｕ ｉ ｔ ｉ ｖｅｎｅ ｓ ｓ ｔｈａｎ  ｉｎ

ｓ
ｐ
ｅｃｕ ｌａ ｔ ｉｖｅ ｔｈ ｉｎｋ ｉｎ

ｇ ，ｗｈ ｉ ｃｈ ｉ ｓ ｉｎ ｌ ｉｎｅｗ ｉ ｔｈｄｅａｆｓ ｔｕｄｅｎｔ ｓ

’

ｓ
ｐ
ｅｃ ｉａ ｌ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

ｇ
ｓ ｉ ｔｕａ ｔ ｉ 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

ｐ
ｅｃ ｉａ ｌ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ｄｅａｆｓｃ ｈｏ ｏ ｌＣ ｈ ｉｎｅ ｓｅ ｔｅｘ ｔｂｏｏｋ ｌａｂｏ ｒｅｄｕｃ ａ ｔ ｉｏｎ

（ 责任编校 ： 杨希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