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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引发了一波舆论热潮。从 2022 年秋学期开始，

劳动课将成为中小学一门独立课程，扫地洗衣、烹饪做

饭、修理家电等日常劳动将正式纳入到中小学生的学习

内容之中。

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为劳动教育营造了良好的

宏观生态，将直接影响中小学校课程及家庭教育。相

应的，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的学前教育，也应主动调

整，以顺应高阶学段培育目标及国家总体育人目标。

事实上，自江苏省课程游戏化建设启动以来，幼儿园

生活环节的教育价值逐步得到了教师的广泛认同，生

活自理、值日生服务、种植养殖等劳动活动在幼儿园

已经趋于常态化。因此，劳动教育成为幼儿园和中小

学一以贯之并循序渐进的衔接纽带，成为具有操作性

的课程现实。

一、劳动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

（一）促进身心健康

劳动是一种操作活动。儿童在劳作中，手掌和手指

的小肌肉得到锻炼，手眼脑协调能力增强；大肌肉动作

得到发展，身体机能协调增强。同时，在劳动成果不断

产出形成的正向激励下，儿童会更加主动地协调与控制

自己的身体，形成动作锻炼与身体协调的良性循环。在

幼小双向衔接视角下幼儿园劳动教育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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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儿童通过动手操作与外界建立联系，

全程体验自我与劳动对象的相互作用过程，充分感知付

诸努力后的劳动果实，在此过程中逐步探索、发现和确

认自己的个体价值，产生强烈的积极情感体验。

（二）促进思维发展

《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是通过

“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来探索学习与获得

经验的。劳动恰好符合幼儿学习特征要求，因此成为幼

儿甚至青少年探索学习的重要路径。劳动中的儿童需要

深入了解劳动对象的特性，掌握运用工具的方法，迁移

运用已有经验，采用适宜的方式搜集整理信息，从而创

造性地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儿童的经验结构越来越复杂，更具有计划性和自信心，

思维品质不断提高。

（三）促进社会性发展

劳动是儿童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这里所说的

“环境”，不仅包括物质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在共同

的劳动中，儿童能够认识到他人和自己的想法是不一样

的，实现目标是需要沟通与协调的，从而脱离自我中心，

理解合作的价值，珍惜共同的劳动果实。在集体或家庭

劳动中，儿童能够理解与尊重他人的劳动，体验通过自

身劳动帮助他人的自豪，并进一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

逐步确立自己在集体中的定位，萌发集体意识。

二、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双向衔接效用

近年来，幼小科学衔接成为教育研究及课程实践的

热点，但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单向性问题。

幼儿园重视幼小衔接，会通过调整作息、参观小学等方

式帮助幼儿进行生活与心理调适，积极开展正向衔接。

但小学往往因为环境布局、课时设置等客观差异，难以

反向衔接幼儿园的教学模式，造成小学与幼儿园教育的

割裂感依然强烈。其次是碎片化问题。幼小衔接涉及幼

儿生活准备、心理准备、学习准备的方方面面，是一个

系统工程，不是突击一段时间，或者组织几次活动就能

够实现的。

（一）劳动教育是贯穿全年龄段循序渐进的教育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中明确了各学段劳动教育

目标，幼儿园各年龄段也有其相应的劳动教育要求。这

些目标要求是统一的、循序渐进的，高学段需以低学段

为基础并实现经验提升。因此，当小班幼儿开始学习自

己穿衣服、整理水彩笔的时候，幼小衔接工作已经启动

了。而当孩子们坐进陌生的小学课堂，发现老师提出的

生活自理、学具整理、卫生清洁要求自己完全可以驾驭

而萌生自信时，幼小衔接的效果就初步显现了。

（二）劳动教育是需要情感参与并注重早期体验的

教育

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往往年龄越小的孩子越热衷

于“劳动”，这其实是幼儿探索世界的尝试，伴随着强烈

的情感体验。如果早期的积极劳动体验得到保护，劳动

本能得到尊重，幼儿的劳动习惯便得以保持，劳动能力

得到持续锻炼，学习、探索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三）劳动教育是结果可见有利于开展反向衔接的

教育

“去小学化”政策为幼儿知识与技能学习划定了明确

的红线，超前知识储备的危害已经得到广泛共识。而思

维方式、学习习惯、意志品质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使得

幼小衔接特别是小学阶段的反向衔接缺乏具体有力的抓

手。而劳动教育的成果往往是直观可见的，有利于小学

教师迅速地初步了解学生，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帮助学

生顺利度过入学适应期。

三、幼小衔接视角下开展幼儿劳动教育的实践

基于对幼小衔接工作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劳动教育

价值的再认识，我园与小学密切协作，启动“小小生活

家”劳动教育实践，通过全过程、全学段的劳动参与，

帮助幼儿丰富生活经验、养成良好习惯，涵养健康品格，

为后继生活与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一）通过文化重构彰显劳动全面育人

幼儿园在劳动教育中应主动承担主体责任，正确认

识幼儿劳动教育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价值并促使

其形成广泛的共振、共鸣与共识，使之厚植于园所文化

基因之中。基于幼儿的学习特点，幼儿园应通过游戏的

方式实施劳动教育，身心投入的劳动体验和积极愉悦的

劳动意愿比结果更为重要。同时，应以全面教育的眼光

审视劳动中的学习契机，积极支持项目化的劳动探索，

为开展持续性的劳动工作创造条件。如“蟛蜞来了”

活动中，幼儿亲历讨论动议——准备工具——江边捕

捉——班级观察——为蟛蜞命名——准备食物——搭建

房子——轮流照料的全过程，在“劳力”上“劳心”，实

现了在劳动中“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创新”

的全面育人目标。

（二）通过课程建设丰富幼儿劳动体验

教育生态按照研究对象可分为个体生态、群体生

态和生态系统生态三个层次，因此“小小生活家”劳动

实践也包含了个体劳动、集体劳动、社会劳动三个维度

的内容。个体劳动以生活自理、材料建构、美工制作为

主，集体劳动包含班级范围内的材料归放、卫生维护、

种植养殖等。社会劳动扩大到园级层面，辐射社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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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点心派送员”，中班“小小邮递员”，大班“小小

护学岗”“园长小助理”，社区“环保志愿者”等活动。

以“点心派送员”为例，在保育员的带领下，小班幼

儿轮流到仓库领取点心，他们需要判断各班的地理位

置，并一一对应将点心送到班级，与教师进行简单交

流。劳动内容虽然不复杂，但对于小班幼儿的认知和

社会性发展大有裨益。这些全员参与的常态化活动，

使得劳动教育不仅有形式，更能发挥潜移默化的螺旋

形发展效应。

（三）通过优化策略激发幼儿劳动主体意识

“小小生活家”劳育课程强调幼儿的主体体验，采取

“情境驱动”“任务驱动”“评价驱动”等方式触发幼儿

的内驱力，以促使“认知驱动”劳动的发生，从而使劳

动成为幼儿的自觉行为。首先，注重营造良好的劳动情

境，如创设娃娃家、小吃店等模拟劳动场所，在阅读区

投放图书修补材料、探索区投放玩具修理工具，为玩具

柜配整理标识等，通过环境暗示引导幼儿参与劳动。其

次，拟定各年龄段“家务事清单”，对标打卡，以完成任

务的方式强化实践参与。如《小班家务事打卡清单》中

罗列了“准备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叠衣服”“浇花”“把

垃圾丢进垃圾桶”等具体劳动任务，幼儿连续打卡一个

月，每天完成不低于三项劳动的，可以获评“家务小能

手”。再者，定期开展“生活小主人”“合格小班长”等

各类劳动评议活动，由幼儿自主投票，评选自己心目中

的劳动榜样；组织各年龄段生活自理项目达标活动，通

过观摩展示促进幼儿自理能力提升。多样的评价方式，

有效提升了幼儿的劳动获得感。

（四）通过学习实践更新教师劳育理念

由于当前教师专业知识能力水平差异以及对劳动教

育幼小衔接的意识淡薄等问题突出，极大阻碍了幼儿的

经验发展与劳动教育的幼小衔接进程发展，因此需针对

教师主体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教师的首要问题在于

内在观念的偏差，包括对劳动教育的态度和对幼小衔接

的认识。因此，应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实践活动，形成

基本共识：作为“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者，在推进劳

动教育活动改革上，我们责无旁贷。首先是坚定“劳动

育人”的信念，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在推进幼小衔接工

作中的独特价值。其次提高劳育课程引领力，及时发现

劳育契机，有效实施劳育课程，视具体教育情境的需要

而优化组合、恰当运用，使各种教学方法相互作用、相

互促进，以实现劳动教育效果最大化。

（五）通过同步推进整合优化劳动教育资源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影响上的

终身性、内容上的生活性、实施手段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社区环境可以为幼儿劳动实践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社

区丰富的人力资源也为幼儿了解和参与多种形式的劳动

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家长讲堂”“亲子活动”“小鬼

当家任务单”“专家老师进校园”等活动可以帮助家长从

理论、实践层面全面认识和参与劳动教育，拓展劳育形

式与范围，构筑起三位一体的劳育共同体，实现最佳的

整体教育效果。

四、总结与反思

有关推进幼小劳动教育衔接的建议与思考有助于不

同教育主体之间形成教育合力，进一步加强教育衔接。

特别是幼儿园与小学密切沟通，加强衔接主动性与幼小

的双向衔接；幼小教师以劳动教育为契合点，从观念认

知、目标设计、教学指导、评价反思等方面全方位提升

衔接质量和教学水平。

发展劳动教育不仅仅是社会的需求，更是时代的召

唤，对劳动教育的研究具有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随着

近年来我国对整体教育质量提升的日益关注，幼小衔接

问题也逐渐成为教育实践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面对幼

小衔接，不论是幼儿、家长或是教师，它都是现实存在

的无形挑战。站在幼小衔接的视角下对劳动教育进行研

究，从而推进幼儿园的劳动教育改革进程，助力幼儿顺

利度过幼小过渡期，支持幼儿未来更好的学习与发展，

具备现实性、重要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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