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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教育获得了合法性、正规性的地位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提

法，重新强调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把劳动素

养作为全面发展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劳动

教育，不仅包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涵盖人的基

本素质的完善。2020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对新时代社会

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提出了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详

细阐释了新时代下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深入贯彻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牢固

树立劳动最光荣观念，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

成为培养时代新人不可或缺的环节。[1]

二、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目前幼儿劳动教育现状不容乐观。为了不让儿童输

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一味的超前学习，忽视学

习习惯和基础学力的培养。追求纵向的加速，而忽视了

横向的丰富。具体表现为：1. 劳动教育内容较少。劳动

教育活动项目以自我服务、值日生活动为主，内容简单、

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与吸引力，劳动时长也远远不够。

2. 劳动时间不明确。在颁布的《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没有具体规

定劳动活动时间，所以从根本上就没有科学依据，经常

被教师忽视、遗忘。3. 家长的不重视。现在的生活条件

愈来愈好，幼儿完全是家里的“小公主”、“小少爷”，很

多父母持有只要搞好学习、劳动教育无关紧要的观念。

究其根源，还是思想观念上认识不足，导致缺乏实

践性的劳动教育课程。幼儿园重智育，轻劳育。一直把

知识的掌握、智力的发展作为评价幼儿的一项硬指标。

尤其是一些私立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的需求，机械枯

燥地学习小学化的内容。另外，家长对于进行劳动教育

的意识淡薄。有的家长直言：“我们孩子不需要参与劳

动，我们让他去幼儿园是学习知识的”。再者，社会对幼

儿参与劳动的期望普遍较低，人们对幼儿参与社会实践

和服务并不是很支持。最后，幼儿在家长与教师无意识

或是有意识的限制之下，自身劳动意识淡薄，对自我参

加劳动活动缺乏自信，导致幼儿在活动中不敢大胆参与

表现。除此之外，幼儿园劳动教育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

幼儿园教师对新时代下劳动教育的认识不足、缺乏实践

性与创新性。

三、幼儿园劳动教育的课程探索

幼儿通过劳动教育能够由衷体验到劳动所带来的尊

严感、幸福感和价值感，充分发挥个性、体现自身独特

的创造性，并且养成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那么可以基

于“家、校、社”，开发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形成以主

题课程、劳动实践、家庭生活、情感培养等为内容的幼儿

园劳动教育课程。培育幼儿的必备生活技能和勤奋乐观、

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并且树立一定程度的职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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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步”生活劳动教育实施

1.“树能”计划

课程是幼儿园最核心部分，是思想的集中体现，是

教育教学理念的载体。开发生活劳动教育主题课程，丰

富生活劳动知识。一是将生活劳动教育与文化课程、兴

趣课程深度融通，通过园本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如清明

节——寻根之旅、端午节——龙舟之渡、包粽子等），使

文化课程、兴趣课程适时适当适度融入生活劳动知识与

技能等内容，引导幼儿自觉劳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热爱劳动，最后到热爱生活，让劳动成为孩子内在的需

求。让儿童在互动中理解劳动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活动，

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走班式劳动教育。走班课

程是打破教室界限的创新模式，打开走廊、教室的界限，

让幼儿在自主学习中体会劳动的愉悦与价值。例如环走

廊设置的木工屋、美工坊、扎染工坊等全天候开放，让

幼儿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自在选择，这种开放性的组织

形式给予幼儿更多的“权力”。三是研究性劳动教育课

程。课程研究以儿童为本位，主张劳动教育活动的生活

性、操作性、体验性，因此幼儿园把劳动教育与室外活

动紧密相连，将劳动教育贯穿于幼儿探究活动的全过程。

例如，开展采摘草莓、插秧浇水、搭建鸡舍、呵护园宠

等幼儿热衷于探究操作的活动。

2.“历练”计划

生活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本身就带有行动性特征，“劳

动”“活动”都必须“动”起来才行，生活劳动体验活动

就在“行”之中“动”起来了。无论是“小厨师”、“小

小值日生”、家务小能手，还是走进科普教育基地等劳动

体验，均需配有指导教师在活动体验前做好指导工作，

劳动体验后引导学生做好展示、交流、分享工作，让幼

儿在活动中得到快乐，在劳动中体验生活的意义。

陶行知、陈鹤琴都认为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活教材，

幼儿的经验是整个的，并且他们的认知特点决定了在大

自然中去看、去听、去想是最快捷有效的学习方式。挪

威的森林教育就向我们展示了孩子与自然亲密接触的重

要作用，在“大自然中劳动”结合劳动教育、环境教育、

美育、体育于一体，是所有俄罗斯幼儿园各年龄阶段儿

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儿

童能够切身体会中劳动的意义，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

体会到爱护自然、保护动植物，在劳动中感受到价值与

意义，感受到责任，感受到幸福以及喜悦。立足于我们

现实幼儿园的实际条件，我们可能没办法直接面对大自

然，那么我们可以在幼儿园中建设“小小生态园”，例

如，小花园、小菜园、植物角、动物角。小班儿童给植

物浇水、给动物喂食；中班的儿童拔草、撒种子、撒化

肥，为动物们洗澡；大班孩子独立地播种、灌溉、收获，

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土地，自己的独一无二

的禾苗，让幼小的心灵早早的萌发“责任感”的幼苗。

3.“有为”计划

开展“生活兴趣小作坊”、“孝心行动站”、“生活技

能大比拼”、“阳光生活行”等主题实践活动，也可以分

为自我服务型、日常生活型、手工型、值日型、社会实

践型劳动，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众多儿童力所能

及的活动或在教师、同学、家长的帮助下共同完成。比

如，组织班级幼儿铲雪、打扫幼儿园的落叶、整理、擦

洗玩具等校园内的活动。此外，还有共同种下“自己的

一颗小树”、“照顾受伤的小鸟”、“清理社区的小补丁”，

组织带领儿童为养老院的奶奶爷爷送自己做的小点心、

小贺卡等社会服务主题活动。这种渐进式式的劳动教育

主题课程一步步得使幼儿从自我服务到服务大家再到服

务社会，逐步深化、践行劳动教育课程。正如，苏霍姆

林斯基所言：“如果孩子将自己的心灵投入人们的劳动

中，并且在这项劳动中找到快乐，那么他已经不再可能

成为非良善的邪恶之人。”[2]

4.“匠心”计划

真正的动力永远来源于热爱，在愉悦体验中培养幼

儿对劳动的喜爱，《俄罗斯联邦学前教育标准》规定，学

前儿童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对于劳动和创造的积极认

识和态度，具有不断探索、热衷探究新事物的精神，即

培养对劳动的热爱。儿童对劳动的热爱最终归结于儿童

对劳动的感受，如果儿童在劳动中感受到喜悦快乐与成

就感，他们以后就会热爱各种形式的劳动；相反，因为

幼儿园中劳动教育课程实施中组织或者内容、规则太过

复杂，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拘束、

枯燥无味，就会使儿童丧失对幼儿园中劳动的乐趣，甚

至可能会影响他们以后生活对于劳动的态度。

那么如何才能让儿童真正的热爱劳动呢 ? 儿童，就

其本性来说，他们生来就热爱探索，热衷一切新事物，

更喜欢自己动手去操作、实践的过程。对此，教师以及

家长应持保护态度，万万不可因儿童在探索过程中损害

事物而对儿童进行强烈的批评、指责，让儿童不敢进行

“劳动”。另外，合适的劳动环境能促进儿童劳动的行

为，增强儿童劳动中的积极体验。资源和材料是环境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彩色的、可变化的、可移动的、多功

能性的材料能够大大促进儿童劳动创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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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影子”计划

幼儿园一定要紧密结合家长开展实践活动，引导家

长树立正确劳动观念，并配合园区展开劳动教育。例如

开展美食大赛，利用家长资源带领幼儿一起烘焙美食；

开展茶艺大赛，组织家长们和幼儿一起采茶、炒茶、茶

艺表演和品评茗茶活动，通过各种家园共育活动进一步

获得家长们对劳动教育的认同与支持，引导家长在家庭

教育中正确培养幼儿的劳动能力，促进家长由观念转变

到实践。让孩子的劳动像呼吸一样自然，将劳动教育渗

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从幼儿园渗透到家庭进而渗透

到社区。推广幼儿园生活劳动教育的实践性经验，做好

生活劳动教育实践性经验的总结、提炼、汇编成册，为

其他园区幼儿园开展生活劳动教育课程提供借鉴经验。

劳动教育的“五步”，可以园本课程建设体系开发

为主线，推动劳动教育的特色园区实施；以生活体验活

动为载体，促进劳动教育的实践落实；以主题实践活动

为重点，带动劳动教育的常态化实施；以幼儿的生活经

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劳动教育课程的班本化实施。

让劳动教育真正的落到实处，首先要重新认识劳动的价

值，确立新的劳动观，并努力把观念上的重视落到实践

中，形成规范的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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