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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充分挖掘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教育价值，是劳动教育融入学校课程的重要举措。本文以

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为研究对象，通过界定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内涵，确立劳动者形象塑造的七个分析

维度，发现统编教材里的劳动者形象塑造在人物选取、品格塑造、教学建议上有所取舍和偏向，在整体结

构上呈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男性倾向以及以图文结合的塑造方式等特征。未来，教科书要通过重构劳动

者形象塑造的内涵，调整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结构来进一步提升知识世界里的劳动教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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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如何融入学校课程的现实性问

题。通常来说，劳动教育融入学校课程的途径主要有单独开设劳动课程或将劳动教育融入已有学科课程这

两种，前者重视实践形态的劳动教育，后者关注理念形态的劳动教育。当前关于劳动教育的培养重前者轻

后者。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除了必要的生产劳动、教育性故事与谈话等方式外，书籍的作用也不

容忽视：“学生有关劳动和生活理想观点的形成，取决于有关劳动书籍在其所读书籍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取决于他们通过阅读什么作品来认识劳动者的精神世界”（，第64页）。因此，在重申劳动教育的今天，

在积极推进劳动教育融入学校课程的当下，应把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塑造上升为教材建设的重要任务。 

为此，本研究选取中小学中的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统编教材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做此选择，有两方

面的考虑：一是鉴于统编教材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新版教科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范例性；二是统编教

材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为响应新时代重申劳动教育的号召，三科统编教材都融入了更多关于劳动、劳动者

的内容。如高中语文必修上第二单元以专题的形式，歌咏劳动的美好、赞扬劳动者的杰出事迹，通过积极

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劳动的价值、理解劳动的意义。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最后选定统

编版23册语文、18册道德与法治及7册思想政治、11册历史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

析法，即“对于明显的传播内容，作客观而有系统的量化，并加以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第217

页）。 

 

一、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的内涵 

 

确定劳动者形象的内涵是分析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的前提，也是在教科书里塑造具有教育性劳动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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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关键。“劳动者形象”包括“劳动者”和“形象”两个术语。关于“劳动者”，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

认识和解读。比如在法学上是指达到法定年龄的劳动关系中的人；社会学上指的是有意识从事劳作的所有

群体；哲学上是指直接物质资料生产的发起者（，第278页）。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者是生产力三要素中

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要素，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所有以这种方式或是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

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第147页）可

见，马克思谈到的劳动者带有明显的“生产性”。虽然对“劳动者”的理解因视角、侧重点的不同存在一

定差异，但公认的是，劳动者一定是通过参与劳作来获取“好处”。“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

展”（，第556页），劳动者的概念必然扩大。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既包括从事一般生活、生产、服

务劳动的群体，也包括从事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的群体，这些群体都可能被纳入教科书，同时被

赋予一定的教育意义。关于“形象”的概念，《尚书•说命上》有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其注为：殷王武丁梦见上天赐予他一位贤良辅臣，遂令百工“刻其形象”，并以所梦之形象去民间

寻找（，第340页）。可见，此处的形象是指人的相貌。在心理学中，形象指的是人们通过运作大脑而形

成的对某一人或物的整体印象。《现代汉语词典》对形象作如下解释：一是指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

具体形状或是姿态；二是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三是指描绘或表达具体、生动（，第

1468页）。形象作为“劳动者形象”这一偏正短语里的中心词，被劳动者限制，因此，劳动者形象主要指

劳动人物的面貌、行为与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教科书劳动者形象之前，需先确定劳动者范围。为避免过于泛化或过于窄化地

理解教科书里的劳动者，有必要从“重申劳动教育时代意义”的视角出发划定劳动者范围。劳动教育指向

于纠正消费主义盛行下普遍存在的不劳而获、物质至上等错误观念，重视学生动手实践与出力流汗，强调

培育爱劳动、会劳动、懂劳动且品格完善的时代新人。因而，在确定教科书劳动者范围之时，要着重关注

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劳动者。为此，教科书中的劳动者形象塑造应满足以下几点要求：第一，除“生

产性”外，劳动者的“教育性”是塑造的重点；第二，劳动者具备优良品格，能运用劳力和才智为个人、

集体谋求幸福生活；第三，劳动者形象确定为从事体力劳动和从事体脑结合劳动的群体；第四，教科书必

须对劳动者劳动的过程或成果进行描述。事实上，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塑造是榜样的呈现。从观察学习

理论可知，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是通过观察、模仿他人（榜样）学会的，观察过程受到注意、保持、动作

再现和动机四个子过程影响，其中榜样的特征与观察的条件影响着注意这一子过程（，第152—153页）。

基于此，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分析维度就包括劳动者特征和观察劳动者形象的媒介。其中，劳动者特征包括

劳动者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劳作意义、内在品格；观察劳动者形象的媒介在这里指教科书。教科书作

为呈现劳动者形象的文本表达，在塑造方式、教学建议和价值取向上有所选取。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劳

动者形象先确立了7个一级维度，然后在每一个维度上再进一步确立多个二级维度并作出了具体说明

（见）。 

为保证本研究所选取出的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的可信度，我们邀请了两位具有教育学背景的博士研究

生参与信度检验的测试。借鉴信度检验公式得到如下结果（；，第98页）：平均相互同意度为0.95，研究

信度为0.98，计算结果符合内容分析法的基本要求。 



 

 

二、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特征 

 

作为教与学的媒介，教科书既担负着传递社会文化的责任，同时也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教科书里的

劳动者形象并非是价值中立的，而是通过其行为表现和精神世界向学生传递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简单

说，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通过分析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统编教材里的

劳动者形象，我们发现劳动者形象塑造在各维度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特征。 

（一）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内涵特征 

考虑到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的“教育性”意义，基于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分析维度，我们发现教科书里

的劳动者形象塑造在内涵上呈现出以下特征： 

 

表1 三科统编版教材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分析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说明 

劳动者自然属性 

劳动者姓名 劳动者是实名或非实名（化名或未有姓名）。 

劳动者性别 劳动者是男性还是女性。 

劳动者时代 古代、近现代（1840—1978）、当代。 

劳动者国籍 
劳动者是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 

 

劳动者社会属性 

名人劳动者 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或是具有“大家”之称的劳动者。 

普通劳动者 各行各业的平凡劳动者。 

“劳动模范”或

“最美奋斗者” 
荣获“劳动模范”或“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劳动者。 

劳动者劳作意义 

个人幸福 
以个人兴趣为导向，或以创造美好生活为目标，又或是以

追求个人尊严、促进自我实现为旨趣而劳动。 

集体幸福 

重在为集体（从家庭直至整个国家、社会）带来物质或精

神财富，或为集体创造幸福生活，又或是为集体荣誉而奋

斗。 

劳动者内在品格 

文化品格 
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具体表现为具有丰厚的人文

底蕴和敢于质疑、批判、创新的科学能力。 

情感品格 劳动者具备“爱人”、爱自己、爱社会的优良品格。 

精神品格 
劳动者具有律己、共感、忧国的精神特质，如在岗位上严

格要求自己，能敬业、乐业。 

实践品格 劳动者知晓原理，能理性判断、求真创造。 

劳动者形象塑造 文字描述 仅以文字描述劳动者的面貌、行为，彰显劳动者的品性。 



 

的方式 
插图呈现 

仅用插图呈现劳动者形象或是展现其劳动成果，又或是呈

现劳动的过程。 

图文结合 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塑造劳动者形象。 

劳动者形象的教

学建议 

交流分享 
要求学生围绕劳动、劳动者、劳动成果等内容展开讨论，

一般会出现“讲一讲”“说一说”“分享”等字样。 

参与劳动 
要求学生学会劳动，比如参与家务劳动、参与班级劳动，

或是参与植树等公益劳动。 

查阅资料 
要求学生在课外查阅与劳动者相关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劳

动及劳动者内在精神。 

思考探究 
要求学生进一步分析劳动者的思想、精神与品格，探究劳

动的意义与价值，一般会出现“想一想”等字样。 

访问调查 
要求学生访问身边的劳动者，调查他们对劳动的态度，以

及他们是如何认识劳动的。 

劳动者形象塑造

的价值取向 

知识取向 
一般直接提出理论或观点，主要是为让学生了解与劳动者

相关的基本常识或知识。 

价值取向 
重在让学生了解劳动者的精神世界，进而助力于学生内在

品格的完善。 

知识—价值取向 
既描述劳动过程或是劳动成果，又彰显出劳动者的精神品

质。 

劳动教育取向 

重在进行劳动教育，通过劳动人物积极弘扬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学生能热爱劳动，并提升其劳动素

养。 

注：①相同职业且同性别的劳动者出现在同一节中多次时，记录为一次；②基于文本内容分析劳动者的内在品格。从

“知情意行”角度出发，品格包括文化、情感、精神、实践四个维度，每位劳动者可能具备多种品格，因此劳动者内在品

格的数量必将大于劳动者人次；③同一节中的多位劳动者出现相同的教学建议时，记录为一次，通常出现在课后习题的位

置。因此，教学建议出现次数将少于劳动者人次。 

 

1.劳动者形象塑造侧重集体主义取向的人物呈现 

通过对劳动者劳作意义的分析（），发现集体主义取向的劳动者占比高达91.5%，而个体主义取向的

劳动者仅占8.5%。学科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不同的学科教材在塑造劳动者形象时都有一个共同趋势：集体

主义取向的劳动者形象占有绝对比重。在高中语文教科书和全部历史教科书中，甚至未出现个人取向的劳

动者形象。可见，虽然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科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但在备受国家推崇的“实干兴邦”劳动文化和集体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教科书里个体主义取向的

劳动者人次仍占少数。总体来看，这与中国一直以来主张的集体主义指向紧密相关。在集体主义指向下，



 

个体主义是微小的、边缘的，甚至是自私的。因此，教科书里集体主义取向的劳动者所占比例远远高于个

体主义取向的劳动人物。 

表2 劳动者劳作意义 

 劳作意义 

教科书 个人幸福 集体幸福 

小学语文 7 20 

初中语文 5 11 

高中语文 0 5 

小学道德与法治 8 133 

初中道德与法治 6 53 

高中思想政治 2 15 

初中历史 0 41 

高中历史 0 22 

数量 28 300 

占比 8.5% 91.5% 

 

2.劳动者形象塑造注重将劳动者品格与其社会属性关联 

教科书无论是描写劳动者本身，还是侧重于展现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最终目的在于传递劳动者的内

在品格，因为劳动者优良的精神世界能对学生素养提升、品格养成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因此，就教科书

里劳动者形象所彰显出的内在品格来看（见），全部劳动者的精神品格表现最多，达到37.8%，而文化品

格占比最小，为12.3%。若从劳动者的“生产性”层面看，敬业乐业、忧国忧民的精神特质显然是最重要

的，这些特质能充分保证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但是，若从教科书里劳动者应肩负的“教育性”作用来

看，劳动者品格各维度的分布值得担忧。从理论上讲，品格维度分布相对均衡，对学生完善品格的形成起

积极作用。但是，教科书中劳动者文化品格的薄弱可能会使学生在无形中产生对劳动者的刻板印象，即劳

动者不需要太过关注文化水平的问题，他们主要凭借身体和骨骼去劳动，由此可能导致学生轻视劳动者，

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劳动者。 

表3劳动者内在品格 

 内在品格 

教科书 知名劳动者（名人劳动者+获得荣誉称号的劳动者） 普通劳动者 

 文化品格 情感品格 精神品格 实践品格 文化品格 情感品格 精神品格 实践品格 

小学语文 5 8 10 8 1 2 13 1 

初中语文 3 3 5 5 0 5 8 2 

高中语文 3 5 5 3 0 0 0 0 



 

小学道德与法治 9 8 15 17 0 47 68 6 

初中道德与法治 13 8 15 11 3 15 21 3 

高中思想政治 6 7 8 7 0 1 1 3 

初中历史 10 13 15 38 0 0 0 2 

高中历史 8 0 3 16 0 0 0 3 

数量 57 52 76 105 4 70 111 20 

占比 11.5% 10.5% 15.4% 21.2% 0.8% 14.1% 22.4% 4.1% 

 

从类别上看，在知名劳动者（名人及获得荣誉称号的劳动者）中，实践品格占比最大，达21.2%，品

格相对完善。在普通劳动者中，精神品格占比最高，达到22.4%，文化、实践品格较弱。由此可见，教科

书里劳动者的品格形象与其社会属性存在关联。知名劳动者通常是对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们不仅

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还具备顽强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同时也是一个懂得尊重他人、

爱护他人的品格完善之人。相反，教科书里的普通劳动者因其贡献“微小”稍显平凡，他们对集体的爱通

常反映为爱岗敬业，表现出的文化品格和实践品格不多，创新能力也不突出。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普通

劳动者凭借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社会无私奉献，他们的品格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可见，

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品格形象与实践场域中的品格形象存在一定差距。 

3.劳动者形象塑造偏重“思维渐进性提升”的训练 

如所示，教科书里关于劳动者形象的教学建议较少，且整体偏向学生“思维渐进性提升”的训练，关

于践行的设计并不多。出现的体验类教学建议，也主要集中在道德与法治教科书里，这主要源于其本身教

学需要，而非教科书编写者的特意设计。对“思维渐进性提升”的训练主要通过交流分享、查阅资料、思

考探究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发现，这类偏“静态”的教学建议占比高达84.2%，而“动态”的参与劳动、

访问调查设计仅占15.8%。可见，三科统编教材关于劳动者形象的教学建议仍以“论道”为主，学生接触

劳动与劳动者的机会还不够多，由此减少了学生通过“劳动增强他的体格也磨砺他的思想”的机会（，第

55页），进而无法助力学生品格的完善。比如，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刷子李》的教学建议，仅要求学生

“说说刷子李这个人物的特点”和“体会课文是怎么写出刷子李的特点的”，其中并未给学生提供体验的

机会和建议。此外，侧重以思维训练为主的教学建议，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编写者劳动教育的意识不健

全。对编写者而言，传递学科知识、提升学科素养是其主要责任与义务，而是否需要在教材中嵌入劳动教

育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毕竟，劳动教育的融入可能衍生出一定的风险与矛盾，比如，需要权衡劳

动者形象所担负的学科任务与劳动教育任务之间的比重。 

表4 关于劳动者形象的教学建议 

 教学建议 

教科书 交流分享 参与劳动 查阅资料 思考探究 访问调查 



 

 

（二）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结构特征 

通过对三科统编教材的分析发现，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整体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男性倾向以及

以图文结合的塑造方式为主等特征。 

1.劳动者形象塑造带有鲜明的学科特色 

从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分析维度看，各维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学科特色，尤其表现在劳动者的属性及劳

动者形象塑造的意义上。 

劳动者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方面，学科特色主要表现在劳动者姓名和时代

分布上。譬如，主张“实践性”的道德与法治教科书，塑造了更多与学生生活贴近的非实名普通劳动者形

象，因此，当代劳动者形象占比最高；而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侧重于实名劳动者形象的刻画，以具体的劳动

人物形象激发学生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兴趣，同时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侧重于“史料实

证”素养培育的历史学科，其教科书塑造了更多古代、近现代实名劳动者形象。在注重“以文化人”的语

文教科书里，小学、初中阶段实名和非实名劳动者形象的占比，及古代、近现代、当代劳动者形象占比相

差不大，但高中阶段塑造的皆是近现代、当代实名形象。在社会属性方面，三科教材劳动者形象塑造亦各

有侧重。道德与法治教科书塑造了大量与学生生活贴近的、各行各业的非实名劳动者形象，与其主张的

“过程性学习”理念相吻合。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行为大多是学生能够模仿的，旨在通过实际体验去激发学

生参与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的热情。历史教科书里的名人劳动者人次远远超过普通劳动者人

次，与历史学科强调培养民族自豪感息息相关，因此，教科书里的劳动人物基本是具有历史功绩的民族英

雄。另外，除高中语文教材未塑造普通劳动者形象外，在小学、初中语文教科书里，不同社会属性的劳动

者人次分布相对均衡。要指出的是，普通劳动者人次整体上略高于知名劳动者人次的状况，与当前呼吁重

视平凡劳动者的不平凡价值具有某种契合性。 

表5 劳动者姓名、时代分布 

小学语文 11 1 2 1 0 

初中语文 2 0 3 10 0 

高中语文 0 0 0 5 0 

小学道德与法治 25 14 4 8 5 

初中道德与法治 12 2 3 11 0 

高中思想政治 2 0 1 5 0 

初中历史 2 0 0 8 0 

高中历史 0 0 0 2 0 

数量 54 17 13 50 5 

占比 38.8% 12.2% 9.4% 36.0% 3.6% 

教科书 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 



 

 

在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意义方面，同样带有一定的学科特色。如所示，在语文教科书中，体现得最多的

是“价值”取向，这同语文课程主张“以文育人”，着力增强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密切相关。在道德

与法治教科书中，“劳动教育”取向占绝对性的比重，塑造劳动者形象的意义在于培养学生成为爱劳动、

会劳动、懂劳动的新时代人才，符合了道德与法治课程强调的联系学生生活经验，使学生达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在历史教科书中，“知识”取向的高占比体现了历史教学对于传递基本史实的需要。另

外，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的“价值”取向和“劳动教育”取向相对突出，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思

想政治水平和参与现代社会生活能力的主要目的。 

2.劳动者形象塑造存在明显的刻板印象 

从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整体结构上看，存在明显的刻板印象问题，主要表现为性别刻板和地域刻板。在

劳动者性别上，从统计结果看，三科统编教材中的男性人次均大于女性，且男性占据四分之三的绝对比重

（）。事实上，在教科书的性别偏见问题上，世界范围内存在极其相似的情况，关于消除教科书性别偏见

的改革进展也极其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这与当前女性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地位已然不符。在劳动者

国籍上，如所示，三科教材里的中国劳动者人次均高于非中国劳动者人次，且中国劳动者占比高达

91.5%。侧重于展现优秀的中国劳动者形象与我们当前所强调的“四个自信”相契合，但绝对性占比也存

在着“过犹不及”的风险。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国际理解也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因此适

当分量的非中国劳动者形象塑造其实更有助于学生多元文化观念的养成以及社会责任感的进一步强化。 

表6 劳动者形象塑造的价值取向 

 塑造意义 

教科书 知识取向 价值取向 知识—价值取向 劳动教育取向 

劳动者姓名 劳动者时代 普通劳动者 知名劳动者 

实名 非实名 古代 近现代 当代 “劳动模范”或“最美奋斗

者” 

知名劳动者 

小学语文 13 14 9 9 9 14 1 12 

初中语文 7 9 5 9 2 10 0 6 

高中语文 5 0 0 2 3 0 3 2 

小学道德与法治 27 114 13 9 119 117 4 20 

初中道德与法治 25 34 4 9 46 38 7 14 

高中思想政治 13 4 1 3 13 6 8 3 

初中历史 41 0 17 20 4 2 3 36 

高中历史 20 2 13 6 3 3 0 19 

数量 151 177 62 67 199 190 26 112 

占比 46.0% 54.0% 18.9% 20.4% 60.7% 57.9% 8.0% 34.1% 



 

小学语文 3 11 5 8 

初中语文 3 9 4 0 

高中语文 0 1 1 3 

小学道德与法治 5 9 2 125 

初中道德与法治 5 11 4 39 

高中思想政治 3 7 1 6 

初中历史 27 0 11 3 

高中历史 20 2 0 0 

数量 66 50 28 184 

占比 20.1% 15.2% 8.6% 56.1% 

 

表7 劳动者性别、国籍分布 

 自然属性      

教科书  劳动者性别   劳动者国籍  

 男性  女性 中国  外国 

小学语文 22  4 26  1 

初中语文 12  3 12  4 

高中语文 4  1 5  0 

小学道德与法治 85  49 140  1 

初中道德与法治 38  14 56  3 

高中思想政治 12  3 16  1 

初中历史 39  2 27  14 

高中历史 21  1 18  4 

数量 233  77 300  28 

占比 75.2%  24.8% 91.5%  8.5% 

注：①小学语文教材中有1人次未注明性别，初中语文教材中有1人次未注明性别，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有7人次未注

明性别，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有7人次未注明性别，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有2人次未注明性别；②在劳动者性别占比的计

算中，要从总人次中减去未注明性别的18人次。再用男性人次、女性人次分别与减去后的人次相除。 

3.劳动者形象塑造以图文结合的方式为主 

整体来看，如所示，三科统编教材在塑造劳动者形象时，采用得最多的是图文结合方式，其占比为

80.2%，由此反映出图文结合的重要性。随着“当代文化已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第111

页），插图传递知识、传承文化的媒介作用逐渐明朗。已有研究表明，插图所起的作用，一是加深理解，

二是提高记忆保持度。清晰、直观、有趣的插图既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字内容，也能增强学生注



 

意力，进而帮助其保持记忆。当然，插图不可能取代文字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图文结合是当前教科书人

物塑造最常用的方式。总体而言，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关于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方式科学、有效，但其中也

存在一些问题。在插图和文字相契合的问题上，从一般意义上讲，插图需要贯彻“图从属文”的基本原

则，即插图要能够清晰地表达文字内涵。但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三科统编教材存在劳动者形象插图尚显模

糊的问题，如语文二年级上《大禹治水》的插图就不够典型，学生很难据图看出“治水”的情形。 

 表8 劳动者形象塑造方式  

 塑造方式 

教科书 文字描述 插图呈现 图文结合 

小学语文 4 0 23 

初中语文 6 0 10 

高中语文 0 0 5 

小学道德与法治 6 17 118 

初中道德与法治 10 0 49 

高中思想政治 5 0 12 

初中历史 9 0 32 

高中历史 8 0 14 

数量 48 17 263 

占比 14.6% 5.2% 80.2% 

 

在三科统编教材中，文字描述占比为14.6%。其中，中学教科书里的纯文字描述相对高于小学，这与

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相关。占比最低的是纯插图方式，为5.2%，且仅出现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科书里。一

是因为小学生思维活动相比中学生而言，更需要具体内容的支持，插图则是教科书能采用的最直观、明了

的支持方式；二是由该课程性质所决定，以儿童生活为基础的道德与法治，更倾向于用插图“刺激”儿童

的感官，激发其产生劳动的兴趣。 

 

三、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改进 

 

当前，三科统编教材关于劳动人物的选择、劳动者形象的塑造都体现出了新时代对劳动教育的新要

求，整体上有助于促进学生劳动素养的提升以及内在品格的完善，但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充分发挥

教科书在落实劳动教育上的作用，结合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特征，我们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一）重构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内涵 

在教科书劳动者形象塑造的内涵上，劳动者的价值取向、个性品格和相关教学建议都存在一些偏颇，

因此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1.教科书须在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交汇中理性把握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坚持的基本精神。教科书作为国家培养社会人才的重

要载体，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纲是其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因此，教科书侧重于传达集体主义价值观念，

塑造集体主义取向的劳动者形象也无可非议。但随着社会多元化和个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个体主义价值

观念开始对个体的行为产生规范作用，因此需要相应地调整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需求。国家也开始

鼓励个人对自我的追求，主张为谋求个人幸福生活而诚实劳动，因此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应在推崇集体

主义的同时，适量宣传国家所认可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念。对当前集体主义取向的劳动者形象在教科书里的

占比情形，有必要做出调整与更新。首先，在数量上，应适当增加个体主义取向的劳动者形象。随着个体

主义话语的不断传播，借助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传递一些积极的、正面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念是十分必要

的，这也更有利于协调好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与张力，进一步帮助个体在集体中实现其价值。其次，关于

如何塑造的问题，即怎样才能在不违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实现个体化价值观念中的自主与自立。

事实上，要解决此问题，就必须将对自我的追求置于集体主义框架之下，即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在表达

“小我”时还要胸怀“大我”，对“小我”的追求要注意避免出现功利化倾向，因为对“大我”的服从体

现了劳动者所应具备的公共精神。面对物欲充斥的世风，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既要展现对他人、社会、

民族的责任感，也要强调个人尊严、价值与自由，通过劳动者形象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

他人与社会，并逐渐养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 

2.教科书须进一步彰显劳动者的完善品格 

品格完善的劳动者形象应具有鲜明的文化烙印、情感特点、精神品质和实践特性，在心理特点和社会

行为方面都能够表现出独特的、优秀的个人气质（）。教科书中的劳动者形象带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教学

任务，借助品格完善的劳动者形象，持续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劳动文化观念，引导学生建构积极的劳动意

识和精神世界是新时代教科书的重要任务。从理论上来讲，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应在文化、情感、精

神、实践层面上都有所作为，劳动者的品格形象不应存在偏见。但从实践上看，劳动者的品格形象与理想

状态存在一定落差，即知名劳动者的品格形象相对完善，而普通劳动者在情感、精神层面更为突出，在文

化、创新、批判意识方面却较为薄弱。针对这一情形，教科书要“转变惯性思维，打破传统桎梏”。当

前，创新作为时代的重大命题，已不再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大家”之专利，自主创新也逐渐成

为普通劳动者的责任。作为学校教育重要载体，教科书始终将合理化传递时代命题作为促进个体融入现实

世界、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未来，教科书要着重调整劳动者的品格形象，体现新时代普通劳动者的

文化自觉、创新自觉，通过重视普通劳动者敢于批判、质疑的精神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持续引导学生从

一般劳动体验走向劳动自觉、劳动创新，致力于成为爱劳动、会劳动、懂劳动且品格完善的新时代劳动

者。 

3.教科书须在劳动者形象的教学建议上精心设计 

教科书里的教学建议作为一种有效引导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活动的存在，对于拓展课程内容以及丰富

学生体验，有着不可缺失的现实意义。随着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被重新认识，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的教学

建议须精心设计。在一般意义上讲，劳动者形象的教学建议除了遵循基本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用性原则

外，还要体现新时代劳动教育要求，即应主张“践行”多过“论道”。因此，针对当前教科书偏重“思维



 

渐进性提升”训练的教学建议，要做出合理调整与优化。一是体现劳动教育的要求。教科书作为劳动教育

融入学校课程的主要载体，必须担负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任。新时代劳动教育强调以践行的方式领悟

生活、感悟生命，教科书要致力于通过与劳动者形象有关的教学建议渗透劳动教育，运用实践活动促进学

生参与生活世界，引导学生积累劳动技能、培养劳动情感、提升劳动素养并促进品格的完善。二是彰显教

学方式的变化。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深入，体验式教学成为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均受重视的教学方

式。基于进步主义所强调的教材与教法相统一原则（，第23页），教科书应对当前所主张的体验式教学法

做出回应。因此，在关于劳动者形象的教学建议上，除必要的思维训练外，还需要更多活动化、情景化、

体验化的设计，为学生的积极体验与自主探究留下空间和余地。 

（二）调整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结构 

总体上看，三科统编教材里的劳动者形象塑造带有一定的学科倾向和刻板印象，由此造成劳动者形象

塑造结构的失衡。因此，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1.注重劳动教育与学科知识的有效融合 

当前，三科统编教材里的劳动者形象在姓名、时代、社会属性和塑造意义维度上，都带有明显的学的

编写，对教科书的发展和建议以及人才培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关注学科特色和学科核心

素养理应是教科书编写者的本职工作。然而，正如“阿普尔问题”所谈到的，教育并不是一项中立事业，

社会和经济的价值已经渗透到教学活动中，教育者作为一个政治个体，必须回答“立场是什么”的问题

（，第9—12页）。随着新时代对劳动教育的重申，“五育融合”的必然趋势也将影响编写者的立场和选

择。因此，如何在教材中合理体现劳动教育要求，是编写者应回答的问题。通过对三科教材的分析，我们

发现语文教材中专设了“劳动光荣”的主题单元，思想政治教材阐述了“劳动精神”的内涵、意义等，历

史教材介绍了李春、王进喜等优秀劳动人物。可见，教材编写者已经意识到劳动教育与学科知识融合的必

要性。但整体而言，编写者的劳动教育意识仍不够明朗，劳动者形象塑造主要遵循学科知识逻辑，劳动教

育体现偏少。为了促进教科书中劳动教育与学科知识的有效融合，教科书一方面要坚守其学科本位立场，

运用积极、正面的劳动者形象传递基本理论与观点，引导学生自主发展学科核心素养；另一方面，教科书

还要弘扬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通过劳动者形象塑造打通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弘扬劳动精神，培养全面

发展的新时代优秀人才。总之，在新时代背景下，教科书里的劳动者形象既要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涵养

其文化自信，也要帮助学生养成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品德。 

2.突出教科书里的女性劳动者分量 

当前，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在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角色分布失衡的问题，即女性出现频率过低。

长期以来，人们对教科书中人物形象最大的诟病之一就是性别角色的失衡。一方面，受不平等性别文化的

影响，女性地位普遍低于男性，由此逐渐形成了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倾向于展示那些被人们描绘成

更具社交敏感性、更友善、更关心他人的行为，而男性倾向于展示那些被人们描绘成更有支配性、更具控

制力、更独立的行为”（，第309页）。女性形象被弱化、窄化，在教科书里表现为女性出现次数少，以

及发挥的价值不突出等。另一方面，源于编写者的“集体性别无意识”，也就是编写者头脑中形成的对性

别认知的无意识社会性形象（，第87页），简言之，编写者忽略女性劳动者而不自知。因此，有意识地突



 

出教科书里的女性劳动者形象是优化当前劳动者形象塑造结构的有效手段。首先，在数量上要增添更多的

女性劳动者人次。教科书里劳动者形象塑造要充分考虑男性与女性劳动者的比例，既要塑造积极的男性劳

动者形象，也要增添更多卓越的女性形象，致力于实现性别角色的均衡。进一步讲，增添女性形象并不是

要削减男性劳动者的重要作用，而是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潜力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广大男女劳动者

共同努力的必然选择。其次，在内涵上要彰显女性劳动者的重要价值。突出女性劳动者形象的教科书要求

用另一种思维方式塑造女性职业，即遵循和谐分工的逻辑，而不是基于性别差异的分工逻辑。事实上，科

技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分工对体力劳动需求量日益减少，而对劳动者的智力要求越来越高，这就

意味着两性分工机会结构越来越趋同（）。作为传递社会主流认同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教科书应对社会

支持的新的性别规范做出回应，重新塑造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形象。 

 

四、结束语 

 

劳动教育如何切实、有效地融入学校课程，目前仍有诸多争议。教科书作为学校课程实施的主要工

具，是通过官方组织、专家编写、国家审查等程序成为一定条件下的“权威表述”，它或显或隐地影响着

学生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教科书塑造的劳动者形象是帮助学生养成劳动意识并逐渐回归实践、回

归生活、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为了使教科书中的劳动者形象塑造更加科学合理，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

思想导向，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劳动者为出发点，强化教科书劳动者形象的研究，充分挖掘教

科书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教育价值，提升知识世界里的劳动教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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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ling of Laborers’Image in Textbooks: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Labor Education into Curriculum of Schools 

Abstract：Full excavations of educational values of laborers’image in textbooks can be said as one important 

measure to integrate labor education policy into schools’curriculum.By taking the unified textbook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research objects,this paper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laborers’image in textbooks,as well as 

established totally seven analytical dimensions for creations of laborers’image.In addition,it also explored the ori-

entation of laborers’image in unified textbook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aracter selection,character 

shaping and teaching suggestions respectively.From overall structure,this paper presented distinctive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masculine tendencies,as well as related features dominated by mixed graphics and texts.It suggested 

that in future all the textbooks improve overall labor-education quality in the knowledge world by recreating 

connota-tion of laborers’image and adjust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Keywords：laborers’image；labor education；unified complied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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