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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塞亚希德，看骆驼选美
■ 包澄章

越洋漫笔

劳动课还能这样上
■本报记者 彭德倩

去年9月起，劳动课成为我国中小学阶段独立的必修课程。在国情、文化差异之下，世界各地的劳动教育各具特色，相同
的是，都期待着更多青少年从中掌握生活技能，锚定未来方向，感知生活之美。

劳动教育是联通青少年教育世界与生活
世界、创新世界等的重要环节之一，这已达成
共识。世界各国中小学阶段的劳动课设置多
样，梳理其发展历程发现，它与社会变化趋势
息息相关。

例如，美国近年来日益重视陶器制造、金
工、木工等技术性手工的课程教学；在日本，除
保持原有的家庭科的地位不变外，于1989年
将小学低年级的理科和社会科合并，开设生活
科，期待学生通过学习，更加亲近自然，深入体
验生活，增强动手能力；20世纪90年代后，瑞
士开设了计算机课程，同时还在义务教育阶段
加强了职业体验教育；捷克于20世纪90年代
新设家政学，传授有关家庭经营、家庭经济学
以及家庭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日本
小小课程表
内里乾坤多

来看一份日本中小学学段的劳动课课程
表——

小学阶段，主要教授“生活科”“家庭科”内
容，包括正确使用公共设施、学会制作游戏用
具、培育动植物、饮食制作、餐具安全卫生、炉
灶使用、衣服穿着与维护等。

进入初中，课程的“技术含量”大增。学生
需要学习掌握的内容有使用工具制作物品、使
用机械设备、对机械设备的维护、室内环境整
理，甚至包括简单的衣服制作。

到了高中阶段，劳动课内容加入了对家人
衣食住行生活管理的要求，饮食生活设计与调
理、居住生活设计与室内设计、家庭规划等成
为必修内容。

在相关教育管理机构看来，家政课的劳动
教育主要指向学生对生活的责任感和积极人
生态度的培养。在教学中，教师通过运用说理
指导、情感陶冶、典范展示、成果呈现等教学方
式，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鼓励青少年尊重劳动、努力向上、创造生活。

在日本的劳动课中，尤其注意创设劳动教
育情境。家庭科每个单元都设置了符合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的劳动内容，如制作小书架、缝制
小衣物、烘焙小蛋糕、使用厨房电器等。家政课
教师会定期组织指导学生到课堂外浇灌花草、
种植树木；与学生一同穿上围裙、戴上厨师帽，
指导学生如何用刀把食材切成各种形状、饭后
如何选用清洁剂清洗餐具、清洗后的餐具如何
分类摆放和晾干；也会陪同学生穿上劳动工作
服，指导学生用刀和锯切割木料制作各种木制
品。

不论实施哪一项劳动，教师都会详细地向
学生介绍操作过程和制作要领，尤其强调各种
劳动工具的使用领域和操作方法，通过培养学

生实操能力强化劳动理念，也让他们从小在劳
动中获得成就感。

日本文部科学省曾推出了一本图文并茂
的食育教材，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
侧重：低年龄段注重餐桌礼仪，防止挑食；高年
龄段是学习食物特征，掌握健康饮食知识。

比如，对一年级小学生，强调无论是在学
校还是在家中，餐前都要认真洗手，还要学会
正确使用筷子。

仅仅能用筷子夹住菜还不够——教材上
还明确指出哪些行为是不礼貌的：比如拿着筷
子踌躇不决迟迟不肯下筷、夹着有汤汁的食物
滴滴答答洒一桌、用筷子夹着碗边拖动、用筷
子传递食物等行为都是不对的。

到了三年级，孩子们通过图鉴讲解和亲手
制作等方式，学到“食物大变身”的过程。比如
大豆经过不同方法的加工，可以变成豆腐、豆
浆、味噌、纳豆、酱油等日常食材。

五年级的学生则被要求掌握正确的食物
保存方法，如鸡蛋该不该常温存放、土豆发芽
了还能不能吃等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问
题，并学会“从食物看世界”，了解汉堡、比萨、
意大利面、巧克力等美食来自哪里，思考自己
与世界的联系及食物的进出口对环境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劳动课的作业也尽量避免
枯燥训练，注重激发兴趣，内含人文情怀。比如
让学生练习针线技术，学习如何下针、如何打
结、如何收线，进而帮家人缝补被套、衣物、钉
纽扣等，或缝制一些手工小物品当作礼物送给

家人朋友，这样的劳动既锻炼了技能，也连接
了学校与家庭，在学科课业知识以外，令青少
年收获更多。

英国
给奥运会运动员
准备食物

2013年，英国的劳动教育发生了一次重要
变动——经研究和调查，由餐馆经营者、营养
师、学校厨师和教师组成的专家小组制订了
“学校食品计划”，建议对学生进行食品教育，
随后，“烹饪与营养”课程被纳入国家课程体
系，成为所有相关学段孩子的必修课。

在课上，学生观察食物的形态，了解食物
的来源和加工方式，并根据特定的概念自己设
计菜肴。例如，设计一套包含营养均衡信息、食
品包装方法的标准定制食谱。

在烹饪课之外，学校还参与英国卫生部专
门拨款设立的“英国食品两星期活动”。其中，
2011年9月的“如何制作2012年伦敦奥运会运
动员的健康食物”项目，鼓励学生在了解不同
文化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学会彼此尊重，培养其
跨文化意识与关爱服务精神。

在劳动教育领域中，英国的国家教育课程
提供统一教学框架，主要涵盖艺术与设计课程
和计算机课程等。

艺术与设计课程旨在吸引和启发学生，让他
们具备实验、发明和创作艺术以及设计作品的知
识与技能。1990年，它作为一门独立科目被正式
纳入英国教育体系，覆盖中小学所有关键阶段。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不仅是体力的付出，更是
智力和精神的磨炼——从与自然接触的初级劳
动开始，让学生们领悟劳动的本质与价值，再从
生活性劳动扩大到生产性劳动，并向更高级的智
力劳动和为他人服务的劳动过渡。

2009年，英国政府发布教育白皮书《你的孩
子，你的学校，我们的未来》，提出学校应注重与
家长、当地社区和其他儿童服务机构合作。

为此，英国有计划地开展家庭学习项目，组
织一系列课外家庭活动，比如参观博物馆、园艺
活动、家庭烹饪、娱乐游戏活动、工艺品制作等。
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选择利用闲暇时间一起开
展家庭学习。

2021年6月，英国教育部发起的“重寻夏天”
活动，便是典型例子——教育部建议暑期活动应
涵盖6个主题，分别是阅读、创造力、运动、自然、
遗产和社区。每个主题又包含许多有趣的劳动实
践活动，例如在创造力主题中，孩子可以和家长
一起用在户外找到的东西创造一件艺术品，用树
叶、羽毛、小树枝甚至野草都可进行创作；在自然
主题中，孩子可以去邻居家或社区花园里帮忙种
植花草；在遗产主题中，孩子可以试着用家里能
找到的东西制作城市地标的雕塑模型；在社区主
题中，孩子和家长可以去当地的公园捡拾垃圾。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为孩子提供更多新颖的
暑期实践活动和劳动项目，让孩子学习新的知识
和劳动技能，树立创造性劳动理念，培养孩子为
他人服务的情怀。

德国
劳动课的“进化”
与社会共进

劳动教育是德国中小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以时代性和实践性为特征。同时，劳动教育
承担着对个体进行“社会—经济教化”的功能，即
通过帮助全体学生多方面了解并参与社会生活，
从而推动学生全面且和谐的发展。

在这一理念驱动下，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发生巨大变革，不断“进
化”，至今已经进入4.0阶段。

用时间来划分的话，以职业基础培训为核心
的1.0时代，主要在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
革命通过水和蒸汽提升了机器的使用效率，并使
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
式。劳动教育作为中小学的一门重要课程与其他
学校课程，如数学、德语、物理等成为学生日常学
习的必修内容，旨在帮助受教育者在步入真实工
作场所之前有所准备，因此相关职业的基础培训
成为当时中小学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劳动课程体现在基
德曼于1773年创办的工业学校中。这一学校是
在公立学校已有课程的基础上通过增设工业课
程，如木工、纺织、园艺、工程、农学等，赋予公立
学校以推动工业发展的使命，率先将学校基础知
识教育与职业基础技能培训有机结合，试图通过
这些课程提高劳动者的个体素质，并促进地区工
业水平的提升。

随着综合技术课程的出现，德国中小学劳动
教育2.0时代到来。1866年西门子制作了第一台
发电机，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电气设
备逐渐取代蒸汽机成为工业生产的关键，并促成
了工业大规模生产的诞生。当提升工业生产效率
成为社会的主要追求时，简单的木工、制图、手工
制造、农事、园艺、纺织、土木建筑等课程内容已
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以综合技术课程为代表的劳
动教育于19世纪60年代在中小学应运而生。该
课程包含手工、科技绘图、缝纫和外语等内容。中
小学阶段的综合技术课程替代了上一时期的职业
基础培训，它以满足大规模工业生产对高质量劳
动力的需求为目的，以数学和科学知识为基础，
以工业生产技术和产品工艺为内容，成为连接学
校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纽带，打通了学科知识与工
业生产实践之间的壁垒。

工业3.0时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影响至
今，以工业自动化为主要特征。电子技术和信
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直接引发了工业生产、社会
生活、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等领域内的巨变。为
了应对本时期发生的社会变革，德国中小学劳
动教育逐步将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渗透于课程
之中。

劳动—经济—技术课程成为主流的劳动教
育课程。课程内容以信息技术（如信息技术原理、
计算机程序编制、机器生产自动化程序、通信工
具使用等）为重点，包括了经济（如全球和区域经
济发展趋势、产品生产过程、商品销售环节、生态
保护意识）、家政（如家庭劳动技能、家庭日常事
务管理、家庭财务支出管理等私人家务劳动形
式）、职业劳动（如职业特点、职业选择和职业观
念等）、社会（如社会组织结构、竞争与合作的社
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以综合性实践课程的
形式，并通过企业实习、角色扮演、项目教学和专
家交流等教学方式发展学生的专业能力、方法论
能力、社交能力和行动力。

2013年4月，德国首次提出工业4.0战略，推
动制造领域的数字化进化。

在此背景下，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于2016

年提出的“基于数字世界的教育”战略草案明确，
数字技术应成为当前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改革
的重点，由此涌现了如“校园公司”和“工厂实验
室”等众多校内外数字生产实践基地，试图为学
生创设多种接触数字设备和生产工艺的机会，如
3D打印机、CNC数控机床、激光刀等数字生产设
备等，激发年轻一代对数学、信息、科学和技术的

兴趣，从而弥补这些领域的人才缺口。

沙特骆驼节即景。 新华社发

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出发，驾车向北
行驶约130公里，抵达代赫纳沙漠腹地塞亚希
德。这里是第七届阿卜杜勒 ·阿齐兹国王骆驼
节的举办地，几个月前，世界各地游客和骆驼
爱好者慕名而来，再次进入一年一度的“沙漠
狂欢”时刻。

阿拉伯语中
骆驼有几千种叫法

骆驼是沙漠文化的最佳代言者。沙漠游牧
民贝都因人视骆驼为忠实伴侣，骑骆驼行走，
喝驼奶解渴，吃驼肉充饥，用驼皮制衣，以
驼毛编织帐篷，取驼尿治病，贝都因人的生
存、生活、贸易、运输无一不靠骆驼。历史上，
阿拉伯军队正是依靠骆驼和马对外征战，不
断扩大帝国版图。骆驼还曾充当彩礼、赌注和
个人财富等的计量单位，在交易过程中发挥货
币功能。

骆驼吃苦耐劳的特点，被贝都因人视为
沙漠生存之道。阿拉伯人经常使用“比腿根长
着肿瘤的骆驼还能忍耐”“比背部两边磨出
痂的老骆驼还能忍耐”等谚语，来形容坚韧
不拔、不屈不挠的品质。父亲向儿子传授骑
骆驼的技巧，培养其控制骆驼的耐心，学习与
骆驼的相处之道，适应沙漠生存环境，这是
贝都因人将古老智慧传承给下一代的重要
方式。

语言学家曾统计过，阿拉伯语中关于骆驼
的叫法，按公母、年龄、数量、脾性、外形特征、
行走快慢等不同标准，可衍生出多达数千个
词。仅根据每天喝水次数或母驼妊娠期，就可
以细分出十余种不同种类的骆驼。尽管其中大
部分是已弃用的古语词，仍无法改变骆驼在阿
拉伯半岛社会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20世纪后半叶，沙特凭借石油经济积累的
大量财富，兴建基础设施、盖楼修路，作为“沙
漠之舟”的骆驼逐渐被卡车、越野车等现代交
通工具取代。沙特公路上时不时出现用卡车运
送骆驼的现象，是为了避免骆驼在高速公路上

行走引起交通事故，但也似乎在向本国民众和
外国游客暗示骆驼之于沙特社会的崇高地位。
如今，与骆驼相关的沙漠旅游、食品、兽医保
健、装饰配件、文化、运输、信息技术，已成为推
动沙特国内经济转型的重要行业。

选美奖金丰厚
个别骆驼被迫“整容”

1999年一群贝都因人创办骆驼选美比赛
后，骆驼选美之风逐渐在沙特国内兴起。随着
沙特王室的介入和支持，骆驼选美进入商业化
运作阶段。2017年，沙特官方宣布以沙特开国
君主命名骆驼文化活动，取名阿卜杜勒 ·阿齐
兹国王骆驼节。国王骆驼节是沙特对外展示本

国开放形象的重要舞台，本届国王骆驼节有
30名妇女参加以阿卜杜勒 ·阿齐兹国王妹妹
努拉公主命名的“努拉公主骆驼赛”，宣告了赛
骆驼不再是专属男性的活动。

巨额奖金始终是驱使世界各地选手赴沙
特参赛的主要动力。本届国王骆驼节共有3.5

万头骆驼参赛，这些骆驼按年龄分成5岁以
下未成年组和5岁以上成年组，按肤色分成
深色驼毛组和浅色驼毛组，共参加75场不同
组别的竞赛。仅骆驼选美大赛一项，主办方
就开出高达1亿里亚尔（约合2665万美元）
的奖金。

对于外国游客而言，骆驼之间的差别微乎
其微，分不清谁是谁。对当地人而言，则并非如
此。主办方为骆驼选美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评审
标准，按头部和颈部（25%）、上半身（20%）、正

面（15%）、腿和背面（10%）、毛发及整体外观
（30%）对参赛骆驼分项打分。根据评审细则，符
合审美标准的骆驼应是驼毛油光可鉴，不染色、
不文身；颈部细长且优雅，颈部和驼峰之间长而
结实；头大且挺拔，嘴唇厚实且下垂，睫毛长且乌
黑，耳朵竖起有褶皱；驼峰大且匀称，背部高耸，
姿态优雅；腿部细直且强壮，脚掌大且趾间距离
适当。

为赢得比赛、获取丰厚奖金，纷至沓来的参
赛者中，也有个别人铤而走险。参赛骆驼嘴唇被
注射肉毒杆菌、耳朵被动刀进行“微整”等改变其
自然形态的作弊事件，时有耳闻。由此，骆驼选美
大赛经常被指商业气息过浓。

当地人眼中，骆驼日益成为沙特人财富和社
会地位的象征。听闻有人在本届国王骆驼节期
间，花了1.2亿里亚尔（约合3200万美元）买下12

头骆驼，每头骆驼均价接近一辆豪华轿车，真是
名副其实的豪驼！但对于参赛者而言，参赛名次
更关乎家族荣誉和社会声望，好胜心驱使海湾地
区数百个家族在比赛现场搭起帐篷，增加媒体曝
光度，为自家的骆驼摇旗呐喊。

召唤骆驼口令
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

国王骆驼节的节目单上既有赛骆驼、骆驼选
美、骆驼发型大赛、骆驼装饰大赛、骆驼摄影大赛
等极具观赏性的竞赛类活动，又有沙雕展、艺术
展、美食节、民俗集市、帐篷晚会、骆驼博物展等
兼具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活动。过去几届国王骆
驼节偶尔会增设“最高骆驼”的展示环节，2018
年第二届国王骆驼节曾评选出世界上最高的骆
驼，一头高达3米的骆驼一举打破此前1.9米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赛骆驼更像是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竞赛活动。骆驼在专属的沙漠赛道上纵情奔跑，
背上绑着电动马达和扩音器。一旁的公路上，主
人们开着越野车，沙尘四起间用对讲机为自己的
骆驼加油助威。马达驱动鞭子抽打骆驼，扩音器
接收主人号令，鞭策骆驼向前飞奔。求胜心切的

参赛者有时也会违规安装带电击功能的马达，只
为自己的骆驼能跑得更快些。

骆驼赛道长达数千米，习惯了慢节奏生活的
骆驼可能会输在起跑线上，欠缺比赛经验的骆驼
也可能中途退赛，驻足欣赏风光，甚至倒在赛道
上“躺平”。

本届国王骆驼节历时一个半月，吸引了200

万游客和参赛者。除各方贵宾外，阿曼的“皇家骆
驼军团”也隆重亮相，据说成员都是纯种的阿曼
骆驼，其中一头母驼还拿下了今年3月阿曼“苏
丹杯”骆驼赛跑节的冠军。

沙特的骆驼选美大赛对同属阿拉伯半岛文
化圈的邻国产生了示范效应，阿联酋、科威特、
卡塔尔等国纷纷效仿，举办各类骆驼选美大
赛，试图通过骆驼这一展示沙漠文明和贝都因
人传统的文化遗产，构建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
叙事。

去年，贝都因游牧民用于召唤骆驼的口令传
统“阿尔赫达”（Alheda'a）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王骆驼节成为展示这
一文化遗产的天然平台。这套传统口头指令带有
古代阿拉伯诗歌特有的节奏感，贝都因人使用
“阿尔赫达”同骆驼建立联系，有时配以手势和乐
器，召唤骆驼迅速集结，或将其驱赶至特定区域，
训练骆驼区分左右、站立或跪下。

当地一位游牧民介绍称，骆驼非常熟悉主人
讲话的语音语调，只有当主人叫唤时，骆驼才会
回应，遇见沙尘暴时只有主人使用“阿尔赫达”才
能安抚骆驼的情绪，把它们聚集在一起。

国王骆驼节是沙特改变外界对其刻板印象
的重要尝试，也是世界近距离了解沙特传统文
化、感受当地人对骆驼的热爱的最佳窗口。

从沙漠来，向沙漠去，承载沙漠文化的国王
骆驼节正在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归属感。

当下，沙特正在努力构建一套传统与现代互
嵌融合的国家转型叙事，骆驼充当了连接两者的
天然使者。它们在沙丘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行走方
式，似乎也在提醒人们，转型之路更需要在保持
定力中行稳致远，唯有如此，才能穿越充满挑战
的沙漠，找到新的绿洲。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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