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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劳动教育是五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20 年 3

月20日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将劳动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然而目前幼儿园劳动教育

存在着国家政策与园内实施存在差距、教师专业素养不能有效合

理的开展劳动活动等一系列问题。我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

“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和技能，既是人生的

需要，也是儿童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对我国幼儿园劳

动教育现状的调查，着重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

教育建议。

1  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意义

1.1 培养幼儿吃苦耐劳的品质

劳动最能促进孩子们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幼儿园的劳动教育

不能仅仅依靠一、二次的劳动，而是要长期进行。幼儿园的大部

分劳动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幼儿则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

行实践与操作。在不断的劳动中，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劳动的艰辛

和艰苦，并培养出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品质。在实习见习期间，教

师会带领幼儿清理、清洁运动区域，在夏季，幼儿可以在烈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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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清洁运动区，哪怕满头大汗也要坚持完成自己的工作。[1]长期

的工作，使幼儿在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时，他们不会畏畏缩缩，

反而坚持不懈地向前迈进，从劳动中感受到劳动者乃至家长的辛

苦，从而培养出吃苦耐劳的品格。

1.2 提升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发展

劳动教育不是针对个体的，而是针对全体儿童，只有在儿童

的共同努力下，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改

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在清扫滑梯时，小朋友们在劳动之

前，就滑梯由哪些部分组成，由谁来清扫哪部分，如何配合清洁。

幼儿在与同龄人的共同交流中，能够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在

清洁工作中，幼儿一起合作，交流，协调，人际沟通能力增强，他

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沟通、沟通、协作。当孩子们遇到困难时，

也会向他们求助，在此期间，他们会有很强的自觉性。渴望交流，

提升人际关系技巧。[2]

1.3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手段

各种形式的劳动活动都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提高儿童的体

能、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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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活动中所碰到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直

观的经验。例如，幼儿园的一位小朋友在擦拭桌子的时候，发现

了一块污渍，用抹布擦了擦，却怎么也擦不掉，看到旁边的水桶

里有清水，他就用抹布去沾了水，又用抹布擦拭了一下，这才把

它弄得干干净净。通过擦拭这一行为，可以看出孩子是一个聪明

的学习者，能根据现实的情况来解决问题。

1.4 提高幼儿对社会角色认知

通过参加各种劳动活动，可以使幼儿加深对各种职业劳动的

认识，使他们更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在“清洁工”的

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谈论在哪儿看见清洁工、清洁工的工作方式

等，可以获得一些表面的知识与经验。而真正的清洁工作，可以

让孩子们体验到清洁的辛苦，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辛苦，懂得珍

惜环境，尊重他们的劳动，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3]

2  幼儿园劳动教育实施存在问题

2.1 教师对劳动教育认识不足

大多数老师都认为，劳动教育就是让孩子们进行劳动，在

幼儿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这就是对他们进行了劳动教育。

尽管从表面上看，孩子们确实在干活，但孩子们却无法体会到真

正的劳动。一些教师认为劳动教育重要，但对幼儿园劳动教育的

内涵和价值缺乏深入的认识，仅仅从浅薄的认识到了幼儿园劳动

教育的重要性，但为什么如此重要，对此并不了解。[4]还有一些教

师认为幼儿园劳动教育不重要，认为幼儿参与到劳动教育中会添

乱，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一部分教师在进行劳动教育时，也

没能注重幼儿的差异性，不能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年龄规律

安排劳动教育，不能很好的关注到每一位幼儿的发展。

2.2 劳动教育内容过于片面

幼儿园的劳动教育很少开设，多数教师对劳动教育价值的认

识不够透彻。导致教师在进行劳动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目

标和计划，只在劳动教育的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略微地进行劳动教

育，一般是针对自我服务以及日常值日活动。比如：整理玩具、自

己穿脱鞋袜、吃饭、清洗杯子、整理餐具、叠被子、整理衣物等

等。劳动教育的内容很简单。许多幼儿园缺乏参与社会公益劳动

和帮助他人的工作，缺乏对幼儿社会角色的认识。[5]

2.3 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单一

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大多数都是通过幼儿园，在幼儿园中通过

一日生活、游戏活动、区域活动等来实现劳动教育。较少数实施

劳动教育通过家庭。极少数实施劳动教育通过社区等社会途径的

辅助支持，通过其他途径来开展劳动教育如，盈利性农场、夏令

营等则少之又少。足以证明幼儿园劳动教育实施的途径单一，

各类资源的整合性不强，导致实施劳动教育途径过于单一。

2.4 家园共育不能形成合力

目前我国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围着一个孩子团团转，把孩子“捧在手

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处处以孩子为中心。由于家长缺乏

正确的劳动观念，家长们总觉得孩子年龄小，在家里什么事情都

大包大揽，在劳动教育方面更是不愿意让孩子吃苦受累，为孩子

代劳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孩子挑食、不会穿衣、不

会叠被等现象存在。即使幼儿园教师有意向的进行劳动教育，因

为家庭与幼儿园没有衔接以及家长的不配合，导致会产生

“5+2=0”的现象。

3  幼儿园劳动教育实施建议

3.1 加强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对劳动教育认识的加深，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组织有关劳动教育的培训学习让教师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念，进而加强教师对劳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其

次，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幼儿园可以组织有质量的劳动教

育活动鼓励教师参与其中，让教师从活动目的、准备、过程中

真正的了解劳动教育，给教师自己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提供思路与

借鉴。再次，可以加强有关劳动教育的园本教研培训，[6 ]让教

师们积极参与其中，畅所欲言，收集一线教师有关劳动教育的问

题与困惑，真正做到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进而促进教师的

专业发展。最后，我们可以加强有关教师劳动教育的反思和评价，

通过教师自评、师师互评等形式，来进行反思，让教师在反思中

成长，在比较中进步。

3.2 拓展劳动教育的内容

其一，区域活动可以促进儿童良好的劳动素质。区域活动多

种多样，教师在创造和发展区域活动时，让孩子们有机会去体验

不同的劳动方式。比如，在“过家家”的游戏区，孩子们可以扮

演一个烹饪者的角色，为其它的孩子们做好饭菜，体验到烹饪者

的工作。在美工区活动结束后，清理掉废纸和硬纸板等，清理掉

彩笔、蜡笔等污渍，使美工区保持清洁。在阅览区，安排孩子们

轮流在阅览区整理图书，打扫书桌。幼儿园有多种多样的区域活

动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设置了劳动教育的内容，为幼儿提

供了多样化的劳动教育活动。

其二，幼儿园可以结合相关节日、主题等丰富拓展劳动教育

的内容。例如，在五一劳动节中，我们可以邀请各行各业的劳动

者，如警察、医生、环卫阿姨、保安叔叔等等，让他们向幼儿介

绍自己的工作，介绍自己日常的工作生活，让幼儿从不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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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了解不同的职业，体会劳动者的艰辛。同时，也可以开展

“我劳动我光荣”“我是小小劳动者”等相关主题活动，让幼

儿从认识劳动、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在实践中劳动等一系列

环节，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促进幼儿劳动能力的发展。

3.3 增加劳动教育实施途径

幼儿园应该加强与社区等社会层面的合作与交流，在外出进

行劳动教育活动实践时，可以通过小组的方式分批参与。比

如，一个班的三名教师，在没有足够的时间保护孩子的安全的

情况下，可以请父母陪伴，这样既可以减轻教师的压力，也可

以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劳动，促进亲子关系和谐发展。同时也

使幼儿加深对社区和劳动的理解。还可以邀请幼儿园其他未带班

的教师，例如教学园长和其它工作人员陪同。总而言之，不能

因为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而将儿童而拒绝在更高质量的劳动教育活

动的门外。在社区中，幼儿可以参与一系列的劳动活动，例

如：清扫社区的垃圾、清扫栅栏、收集文献、春季种植树木、

夏季清除杂草、秋季清扫落叶、冬季清扫积雪等。我们应该充

分利用社区的丰富资源，使幼儿充分了解劳动，了解劳动，热

爱劳动，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

3.4 改变家长观念发挥家园共育价值

幼儿园应该开展相应的活动与讲座，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念，要使家长认识到，劳动教育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是必

不可少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这期间父母的言传身

教也是必不可少的。家长应该接受幼儿园安排给幼儿的劳动任

务，比如种植、擦桌子、穿脱衣物等等。在家里，家长也可

以创造相应的空间与机会，在家里浇花种花时、在饭后收拾碗

筷时、在早上起床穿衣服时，父母可以有意识地锻炼幼儿的劳

动能力。在洗衣服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有机会去清洗自己的

小手绢和袜子，让他们自己去洗，然后告诉他们如何清洗衣

物，然后在他们洗完后，对他们进行表扬，让他们在一个愉悦

的环境中，感受到他们的劳动所带来的成就感。在周末，可以

让孩子们思考一下家中有什么需要他们去做的，他们可以自己去

做什么，列出一个计划表，并在孩子们的劳动过程中提供一些

帮助。在社区中，父母可以带领幼儿走出去，去社区捡垃圾、

清除小广告、除草等等一系列活动，培养幼儿的劳动兴趣，促

进幼儿成长。

4  结语

由上可知，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劳动教育是幼儿

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幼儿园劳动教育需要系统的规

划。此外，教师需要从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与年龄特点出发，加

强对劳动教育内容及途径上的规划，使劳动教育发挥更大的功

效，促进幼儿劳动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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