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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门行为课程理论对当前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启示 
黄琳芮 1  谢华 1 

（1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四川自贡  643000） 

摘要：通过对张雪门先生的行为课程理论内涵、基本主张以及原则的解读，试将其与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相结合，解决幼儿园

劳动教育形式化，与幼儿生活融合度不高；开展时间零碎，幼儿劳动体验感差；劳动教育氛围薄弱，幼儿劳动意识欠缺；教师劳动

教育理念偏差，实施途径单一等问题。阐述了行为课程理论能更新幼儿教师劳动教育理念、丰富幼儿园劳动教育、提升幼儿劳动体

验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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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门先生的儿童观是指人们对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的地位与

权力、儿童的特质和能力、以及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

问题的看法或认识。[1]行为课程理论便是在此指导下产生发展的。 

一、张雪门行为课程理论 

（一）内涵 

张雪门行为课程理论是让儿童在生活中得到教育，在教育中得

到个体发展，在个体发展中得到社会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生活。张

雪门行为课程理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游戏、劳动环

境中给儿童亲身体验学习机会、实践学习机会，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二）基本主张 

张雪门先生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中明确指出儿童在幼稚园

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认为行为课程与一般课程异于它来自生

活而非教材。幼儿园的劳动教育正应该如此，源自儿童的生活。在

儿童生活中取材，依据儿童的亲身活动进行教育，让儿童在活动中

寻求经验、获得经验、最后改造经验。这是将经验在生活中积累，

生活中又运用经验。 

那幼儿该如何在幼儿园寻求经验呢？兴趣，教师应抓住幼儿的

兴趣，抓住幼儿的需要，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只有幼儿有了兴趣和

需要，才会有寻求经验的机会。张雪门先生强调儿童在亲身活动中

获得直接经验，如何让幼儿进行亲身活动，兴趣和需要便是关键，

是一切前提。因此需要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及时关注幼儿的兴趣和

需要，依据兴趣和需要等设计系统的教学活动。 

二、张雪门行为课程理论下实施劳动教育的原则 

（一）生活中取材原则 

幼儿园课程内容是为儿童发展设计，幼儿园劳动教育课程内容

也是为儿童需要设计实施的，张雪门指出“课程固由于儿童生活中

取材”[2]，于是幼儿园劳动教育应遵循生活化原则。儿童生活范围

有限使得其经验不足，经验不足导致生活备受束缚，因此需要教师

为儿童提供适合儿童生活需要的教育，比如劳动教育中设置服务自

我、服务他人、服务团体的课程内容是有必要的。生活化原则还有

一重要特点，便是出现在儿童周围的，即儿童能通过感官感知到的，

比如与儿童吃穿住行有关的。生活化原则要求在实施劳动教育时要

将幼儿生活带进教育，幼儿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其知识经验储备

也是不同，因此需要教师依据幼儿的生活环境，给予幼儿接触机会。

对于接触机会多的，教师可在此基础上保持或删减，对于接触机会

少的，教师可进行增添或创新。如此一来幼儿园劳动教育便是得到

了实施。 

（二）劳动上劳心原则 

劳动上劳心主要指任何行为都存在劳动，但不是任何劳动都有

价值，因此不止劳动还需劳心。[3]在劳动教育中教师应遵循劳动上

劳心原则，原因有三：其一是教师自身对劳动教育要劳动上劳心，

意思就是教师在设计劳动教育活动时教师要将劳动课程落到实处，

不可形式化。单一的劳动形式已无法满足现在幼儿的发展需求，要

以变通的眼光来看待幼儿园劳动教育。如此一来算是劳动上劳心。

其二是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过程中让幼儿劳动的同时劳心，

即身体动起来的同时心也要动起来，在劳动中克服困难，制驱环境。

张雪门先生认为只有在劳动中克服困难、制驱环境，才能实现创造。

其三是教师让幼儿在集体中劳动上劳心，在幼儿个体需要得不到满

足时会寻求集体的帮助，以此来促进集体中劳动上劳心。若只劳动

不劳心，不能应变，更不能发明，也没有什么价值。 

（三）活动人工精选原则 

张雪门提出“课程固由于自然的行为，却须经过人工的精选”
[4]，人工精选是指教师要对活动进行挑选、重组。儿童之所以在环

境中能得到发展，是儿童有发展的需求，但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所得

到的经验是零碎、片面，甚者有可能是错误的。因此需要教师在儿

童发展过程中，帮助儿童寻求经验、获得经验、通过发展不断重组

经验。儿童由于自身原因，需要获得的经验太多，而幼儿园教育时

间有限，想要儿童在幼儿园中获得各种经验，显然是不现实的。这

就需要教师在进行活动前对活动进行挑选重组，张雪门认为只有通

过人工精选活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基于此，幼儿园在实施劳动教

育时一定要经过人工精选，让儿童的劳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此

外，对活动进行挑选重组，是为了能更好地让儿童在活动中能得到

什么、让此活动更有利于儿童何种学习以及让儿童尽可能在活动过

程中达到预期。 

三、当前幼儿园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园劳动教育形式化，与幼儿生活融合度不高 

目前有的幼儿园虽然开拓出种植园，但在其种植园中没有种植

东西；也有幼儿园在种植园内熙熙攘攘地种植了几株菜苗，仔细观

察发现菜苗没人照料；还有幼儿园的种植区种植了各种蔬菜，打理

得井井有条，但仔细观察劳动工具你会发现都是成人用的工具，没

有适合幼儿劳动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意见》中劳动教育

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幼儿园的劳动教育依旧存在形式化的问题，看

似给幼儿提供了劳动的环境，实则没有让幼儿真正参与劳动，而且

浪费了生活中的教育资源。基于以上情况，可以得出幼儿园劳动教

育形式化，与幼儿生活融合度不高。 

（二）劳动教育开展时间零碎，幼儿劳动体验感差 

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和养成劳动素养为目

的的教育活动。[6]有教育工作者认为幼儿园劳动教育就是在在早操

活动环节中组织幼儿收放早操器械，在点心、用餐环节中组织幼儿

分发、收拾渣碟，在午睡前后幼儿自己穿脱衣物、自己动手收拾床

铺等，多以自我服务劳动的方式为主。以上活动虽属于劳动教育范

畴，但劳动教育不仅限于自我服务。幼儿园目前没有专门开设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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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相关课程，更多地是穿插在一日生活中，说明劳动教育开展

时间是很零碎的，没有劳动教育的集教活动，仅穿插在一日生活中

的劳动教育是不够系统的，且幼儿参与度、参与时长是不够的，不

能满足幼儿的劳动需求。比如收拾玩具、收拾渣碟等，幼儿是很机

械地完成的，没有在劳动上做到劳心，因此，幼儿劳动体验感将大

打折扣。何况，劳动教育不仅仅是自我服务，穿插的形式在幼儿园

一日生活中，不能保证让每位幼儿能有体验感。张雪门老先生曾说

幼儿园是要让幼儿的行为有价值，让幼儿在劳动上劳心，如今劳动

都不存在谈何劳心。 

（三）劳动教育氛围薄弱，幼儿劳动意识欠缺 

翻阅资料发现，有关我国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政策性文件存在一

定空缺。《纲要》、《指南》中也是将劳动教育置于五大领域之中提

及，并未有劳动教育专门的教育建议。比如，《指南》在社会领域

中提到“引导幼儿珍惜劳动成果”[7]，健康领域中提到“引导幼儿

生活自理”[8]。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环境创设中没有给幼儿营造良

好的劳动氛围，使得幼儿园普遍存在幼儿挑食、浪费粮食、懒惰等

情况，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性文件，导致教育工作者对劳动教育氛围

建设不足，加之教育工作者对劳动教育的不重视，使得幼儿劳动意

识欠缺。 

（四）教师劳动教育理念偏差，实施途径单一 

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劳动教育，出现此类原因

是由于幼儿教育工作者劳动教育理念存在偏差，使得劳动教育实施

途径单一。开展劳动教育的途径其实可以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集

体教学活动（种植蔬菜、园内大扫除、班级大扫除等）开展劳动教

育；社区（访问养老院等）中的劳动；自然（去城郊田野等）中的

劳动、家庭（帮助家人）劳动、劳动主题教育活动等。幼儿园的劳

动不是一定要让幼儿有多累有多苦，更多的是让幼儿用身体去实践

用心去感受，有幼儿园开设种植园却没有让幼儿在种植园中劳动，

这是教师劳动教育理念出现偏差的表现之一。 

四、张雪门行为课程理论对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指导 

自 2020 年《意见》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后，劳动

教育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张雪门先生在抗战期间提出四条幼稚园教

育目标，其中有两条与劳动教育相关。一是关于发展幼儿身心的，

培养幼儿强健体格和精神；二是培养幼儿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

能，训练幼儿劳动生产等。[9]这两条教育目标与《指南》中“引导

幼儿生活自理，能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或用具”[10]相一致，因此将

张雪门先生的行为课程理论运用到幼儿园劳动教育是符合当前教

育环境的，且当前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是存有形式化、边缘化等问

题，行为课程理论与幼儿园劳动教育相结合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一）更新幼儿教师劳动教育理念，让幼儿真的动起来 

张雪门幼儿园行为课程理论于 1952 年初版，随着张雪门老先

生教育经验的提升，又于 1965 年进行增订。目前幼儿园劳动教育

存在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幼儿园没有让幼儿真的劳动起来，形

式上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幼儿园行为课程理论是主张幼稚园教育

以游戏、劳动的形式渗透儿童生活，幼稚园是给儿童提供寻求经验

获得经验改造经验的场所。目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家庭

对于儿童发展需求也越来越高，二孩家庭正在不断增加，随之一些

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家境优越的幼儿自理能力不足，没有服务他

人的意识；家中长辈宠溺导致幼儿挑食、浪费粮食，不尊重他人劳

动成果。幼儿园要解决此类问题，便需要教师对幼儿实施劳动教育，

而幼儿园行为课程理论正是针对幼儿园提出的，也符合当前幼儿园

劳动教育，因此教师需要理解幼儿园行为课程理论要义，抓住时机

将幼儿园劳动教育融入幼儿生活，让幼儿亲身多感官体验劳动的过

程。 

（二）丰富幼儿园劳动教育，落到幼儿实际生活中，提升幼儿

劳动体验感 

目前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主要在餐前、饭后进行，虽然落实到

幼儿实际生活中，但时间是比较零碎，幼儿的劳动量以及劳动体验

是达不到的，这样劳动教育的成效自然一般。因此需要将劳动教育

落实到幼儿生活中同时丰富幼儿园劳动教育形式，比如设置幼儿园

劳动教育课程，与幼儿园生活相结合，在种植园中组织幼儿种植应

季水果蔬菜，此过程中切记不可因劳动工具存在安全隐患剥夺幼儿

亲身劳动的机会；养殖小动物（兔子、小鸡、鸭等家禽）只有当幼

儿真的去栽种、施肥、除虫、收获，才能体会到劳动成果来之不易；

幼儿看到自己精心照料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会获得成就感。

此外，在此过程中幼儿会遇到种子不发芽、植物死亡、除草、浇水

等问题，需要幼儿思考、询问、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劳动中会涉及

健康、社会、科学等领域，比如劳动有助于幼儿身体运动，增强幼

儿体格；有助于团体合作，增强人际交往能力等。因此，劳动有机

融合了多领域的知识经验，也让多领域经验相应发展。 

（三）营造幼儿园劳动教育氛围，多途径培养幼儿劳动意识 

幼儿园开设种植园，在幼儿餐前饭后进行劳动教育，都是为了

培养幼儿劳动意识，但忽视了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环境创设，校园文

化是以潜移默化、榜样示范等方式对幼儿产生影响。比如餐前饭后

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但园文化不仅于一种形式，更多的应是

氛围的熏染，建设好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氛围，然后创造条件让幼儿

参加服务形态的劳动、创造性劳动[11]。劳动教育不单是体力劳动，

更是与时俱进、具有服务形态、创造性的身心劳动，因此需要教育

工作者开辟新的教育途径，帮助幼儿形成劳动意识、获得劳动经验

与技能，为幼儿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开展创造性劳动奠定基础。 

五、结束语 

张雪门行为课程理论的两大核心就是生活和实践，只有教育工

作者将幼儿的生活作为中心，对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在幼儿生活中

挑选重组，时刻记住在劳动上劳心，让幼儿在生活中慢慢实践的同

时，在实践中学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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