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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领域融合下的幼儿劳动教育的困境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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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改之后，幼儿园劳动教育成为幼儿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劳动教育主要通过五大领域来促进儿童的

劳动意识、劳动习惯、劳动情感、劳动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可以说幼儿园五大领域（健康、艺术、语言、社会、科学）是

劳动教育实施的路径，但在幼儿园劳动教育实施过程当中出现众多劳教表浅化、劳教形式单一化、劳教离心化、劳动情感薄弱、

缺乏必要的支持和劳动评价。幼儿园是基础教育中的起点，因此在新时代劳动背景下实施的幼儿劳动教育将具有更深远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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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大领域与幼儿园劳动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五大领域融合了幼儿园的各个方面，旨在促进幼儿德

智体美劳协调发展。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 , 引导学生崇尚

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道理。”可见，劳动教育无论对于个人发展还

是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也明确提出：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是具有全面性、启蒙性的特

点，把幼儿园劳动教育融入五大领域之中，从全新的角度促

进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而促进幼儿情感、

态度、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

二、当下劳动教育存在的困境

1. 幼儿园劳动教育存在劳动意识浅薄

由于国家政策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劳动教育

对于推动幼儿发展的价值，但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即幼儿

阶段的劳动教育就是让孩子学会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劳动

教育实践没那么重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结构

的变化，幼儿在家庭当中的劳动锻炼机会较少，很多幼儿在

家庭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非常不符合新课改背景下

的素质教育；此外，幼儿园缺乏相应的实践技能培养对策，

缺少基础阶段的劳动启蒙，出现“有劳动无教育，有教育无

劳动”现象。

2. 幼儿园劳动教育缺乏实质性支持

幼儿园实施劳动教育首先面临的就是幼儿园师资匮乏，

大多数幼儿园没有专门的劳动教师，绝大部分是由主配班兼

任劳动教育，既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也缺乏相应的教育经

验；其次，缺少能够实施劳动教育的自然空间和设施设备，

幼儿对间接经验认识浅显，甚至是听不懂，这就导致幼儿对

劳动教育价值获得感不高，不能产生教育的效用；除此之外，

幼儿园缺乏可参考教材，出现教师指导具有随意、不确定性，

导致幼儿接受的劳动教育不系统，不易内化吸收；再加上部

分家长认为把幼儿送到学校就得学点不一样的才算更有价

值，劳动教育缺少家园一致性，很难实行。

3. 幼儿园劳动教育形式单一化

幼儿园劳动教育缺少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和评价机制，

活动开展形式简单、单一、并没有达到教育要求，有的只是

简单劳动，活动只是简单在室内开展，儿童缺乏形象的直接

经验做基础，不利培养儿童劳动技能、劳动情感和劳动行为。

三、有效开展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策略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必须全面发展，成为有用的人，成为国之栋梁之

才”，劳动教育是综合儿童各育间的发展，幼儿园劳动教育

更要与五大领域相互融合渗透，促进儿童全面和谐地发展。

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也蕴含了系统的幼儿劳动教育思想。

“活教育”理论启示我们：教育要回归劳动本体价值观，树

立全人教育目的；为幼儿创设劳动机会，深化幼儿劳动经验；

重塑幼儿主体地位，发挥自主能动性；利用自然资源优势，

联动家、园、社协同育人。劳动教育要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

地位，幼儿园教师、社会、家庭都要发挥教育的一致性原则，

促进儿童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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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与语言

在语言领域与劳动活动的结合中，要善于给儿童语言发

展提供真实的情境，这个自然的环境不仅能给孩子提供倾听

和交谈的机会，而且也能让儿童体验在劳动中交往的乐趣，

培养儿童愿意说、喜欢说的同时促进其理解力和表达能力的

发展。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日比野拓在论述幼儿园的环境设

计时说道：“真正的奢侈是钱买不到”。比如阳光、空气、水，

又比如幼儿园所带给孩子的那些快乐的感觉、感动的瞬间、

成长的收获，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比如在“我是一名

辛勤的小园丁”户外劳动教育中，教师要注意儿童的表现，

幼儿是否愿意与同伴交流，教师可化身小记者询问幼儿做小

园丁的感受是什么？你愿不愿意做一名园丁呢？喜欢大自

然吗？为什么呢？此时教师问的问题一定要具体，注意语言

艺术，并注意对儿童语言连贯性引导，由此来激发幼儿语言

表达和讲述能力。

2. 劳动与社会

充分利用劳动主题，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给儿童

提供各种集体活动、户外活动、生活活动，家庭、社区、幼

儿园给儿童提供充足的表现机会，帮助他们在与他人交往当

中提高对自身的正确认知，养成乐于合作的态度、主动寻求

帮助、勇敢克服困难、爱家乡、爱社会、爱国家、爱环境、

爱父母、爱老师、爱幼儿园小朋友的美好情感，让幼儿在劳

动中感受劳动价值。

3. 劳动与艺术

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生活中的美也来源于

劳动创造，幼儿园和家长要多给孩子呈现美的事物，提高幼

儿感受美、创造美、欣赏美、表现美的能力。主动把劳动之

美融入艺术，用歌声、舞蹈、绘画等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尊重

并热爱劳动。比如，幼儿园老师带领儿童学习《劳动最光荣》

这首歌曲，苗族舞蹈老师带领儿童学习《苗族娃娃爱绣花》

舞蹈，她们穿着特定服饰，动作轻盈，幼儿高兴的跳着，激

发幼儿热爱劳动，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

4. 劳动与健康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提出：幼儿应具

有生活能力和生活习惯，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要鼓励幼儿做力

所能及的事情，对幼儿的尝试与努力给予肯定，不应做的慢

而包办代替，指导幼儿掌握和学习生活自理的基本方法，如

穿脱衣服和鞋袜、洗手洗脸、擦鼻涕、擦屁股的正确方法，

并提供有利于幼儿生活自理的条件如：存放自己的玩具、图

书或生活用品等。在幼儿园一日生活活动中，教师要善于给

儿童提供劳动机会，鼓励他们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5. 劳动与科学

在劳动教育当中涉及诸多科学教育，科学活动能够刺

激幼儿感官让幼儿能够乐于沉浸其中，发掘劳动活动中的科

学奥秘。在劳动与科学的结合中，尽可能让幼儿在宽松自由

的大自然中与环境亲密互动，不要打断幼儿，成人要化身倾

听者倾听幼儿的想法，让其感受分享科学的乐趣。比如华德

福幼儿园提倡的自然情景式教育，给儿童呈现真实的环境，

让幼儿直观的看到当季的蔬菜、粮食、水果等，让幼儿到真

实的劳动场景中，亲身感受，幼儿园设置科学自然区，每天

的劳动课带领幼儿去田地里管理各种蔬菜，粮食等，幼儿也

会品尝到经过劳动得来的美味菜，体会劳动乐趣。

四、实施过程当中的评价机制

劳动教育评价具有多元性、科学性、发展性、客观性。

教师需提供丰富的劳动内容来激发幼儿的劳动兴趣；对幼儿

在劳动教育中出现的动作不标准或知识性错误，教师不要立

即否定儿童，而要恰当引导鼓励、相信幼儿能够胜任，给儿

童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遵循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

既要幼儿“跳一跳够的着”，也要防止知识过于简单或者重

复导致幼儿失去兴趣。幼儿园要做好充分的劳动准备，包括

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物质准备主要包括劳动的材料准备，

首先材料要安全，不可伤害到儿童；心理准备包含教师设计

的劳动内容是否适合本班幼儿年龄、发展水平；劳动环境的

布置要与幼儿互动，室内室外环境要富有劳动情感和劳动指

导，邀请幼儿自由创作图画、指路标等；教师在劳动过后要

进行反思，可以利用多媒体和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日后引

导幼儿观看，观察不足，以便日后改进。陈鹤琴说“大自然

大社会都是活的书，直接的书”所以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劳动

教育当中更要给儿童提高“活”的环境，让幼儿在自然的世

界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总之，开展劳动教育要能够以劳增智、以劳树德、以

劳健体、以劳促美，对每位儿童意义非凡，为儿童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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