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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劳动教育对于儿童人生观的形成、良好习惯的养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是儿童生活的重

要场所，在劳动教育中发挥其责任体、实践体、育人体的主体作用。我国劳动教育课程发展和劳动教育

在家庭中融入，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说教到实践的演变历程。然而，当下部分家庭中存在家长对劳

动教育的认知不足、家长对儿童期望过高、劳动教育内容不全面等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要重视劳

动教育，正确进行家庭劳动，建立评价机制、促进家校社合力联动，发挥各方所能。 
 
关键词 

劳动教育，家庭，家庭劳动教育，家庭教育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amily Labor  
Education 

Fengyao Yang1, Xuejiao Mei2 
1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2School of Marxism,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Received: Mar. 25th, 2024; accepted: Apr. 23rd, 2024; published: Apr. 29th, 2024 

 
 

 
Abstract 
Family labor educ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children’s outlook on life and the for-
mation of good habits. The family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hildren’s lives, and it plays its main 
role as a body of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and education in labo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has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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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 singularity to plurality, from preaching to practice. However, at 
present, some families have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arents’ awar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parents’ high expectations for children, and incomplete cont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labor education, correctly carry out family work,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mechanism, promote the joint efforts of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bilities of al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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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教育是儿童成长阶段中必不可少的教育之一；劳动教育则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内

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中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

一所学校，并强调劳动教育中蕴含的育人作用[1]。新时代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劳动教育，家庭在劳动教

育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学校和社会，家庭是一个相对隐私性更高、父母对儿童的了解更深的

地方。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主阵地之一，将劳动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中不

可缺少的环节。家庭劳动教育在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养成方面起着直接、重要的作用，无

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家庭劳动教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家庭在劳动教育中发挥着责任、实践、

育人等主体作用，并进一步促成教育目标的达成。 

2. 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 

2.1. 责任体 

责任，即分内应做的事情。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家庭教育责任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法律义

务的家庭教育责任(见该法第二章)；二是作为法律责任的家庭教育责任(见该法第五章)，这两种责任的内

容是不同的。借鉴某学者研究教育法律责任的观点，可以认为前者是通过规范家庭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

行为以建立家庭教育法律秩序，后者则是通过惩罚、补偿或强制的方式使违法主体承担不利后果，以此

消除违法行为对家庭教育法律秩序造成的侵害[2]。 
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责任，家庭教育责任的刚性很弱。这是因为家庭教育责任的核心在于日常养育，

即道德教养教育、生活基本技能教育、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以及温馨家庭氛围的营造等等[3]。“强大的父

母不是蛮横的父母，也不是鸡娃的父母，而是理性的父母。”广大父母在国家和全社会的支持下，自觉

地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努力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要求去做，不断学习成长[4]。因此，家长需

明确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其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要建立责

任意识，并培养自身的教育素养，即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能力三个要素。家长要勇担责任，在孩

子的劳动教育方面狠下功夫，而不是坐视不管。 

2.2. 实践体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的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劳动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6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封瑶，梅雪娇 

 

 

DOI: 10.12677/ae.2024.144627 1064 教育进展 
 

的劳动能力培养始于家庭[5]。在教育过程中，学校和家庭共同肩负起培养学生劳动技能的责任。学校通

过教授劳动相关的知识和组织实践活动，如区域清理和教室彻底打扫等，让学生们亲身体验劳动的价值。

而在家庭中，父母应利用家庭资源和履行其角色的职责，教会孩子们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劳动技能，比如

洗衣服和烹饪，这不仅丰富了学校的教育内容，也根据家庭的特点对孩子进行了个性化培养。通过这种

方式，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和实践劳动，达到加强练习和培养技能的目的。家庭是孩子与社会联

系的桥梁与纽带，能提供孩子实践劳动的基本场所，同时劳动技能的训练能帮助孩子在实践中提升能力，

让孩子热爱劳动，体悟劳动带来的快乐[6]。 

2.3. 育人体 

教育影响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影响社会的进步，育人是劳动教育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

家庭教育中，家长应培育孩子的劳动精神，传承勤劳勇毅的优秀传统劳动文化，树立劳动光荣、懒惰可

耻的正确观念，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中使孩子学会尊重劳动行为和成果，从而崇尚劳动、热爱劳动，以

锤炼其勤劳向上的品格。在家庭教育中也应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以激发其热爱生活的态度。家长可以

根据孩子身心发展水平合理安排参与社会劳动，培育其独立自主和责任担当的意识。因此，家长要教育

并放手让孩子自己动手解决个人生活问题，在这个劳动“主战场”中引导、鼓励孩子学会劳动技能和技

巧，为独立生活和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奠定必要基础，要求孩子参与必要家务活动，增强对劳动的尊重和

敬畏。每个家庭形成各具特色、富有深刻内涵和趣味的家庭劳动氛围，形成劳动与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联动发展的整体教育局面[5]。这些都是家庭所需要发挥的育人作用。 

3. 劳动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融入特征演变 

纵览我国劳动教育课程发展和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融入的历程，劳动教育展现出趋于完备的态势，家

庭中的劳动教育既紧随着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步伐而调整，同时又不断呈现出自身内在独有的特征。 

3.1. 单一到多元 

在家庭中融入劳动教育的演变之一是从单一到多元。家庭教育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劳动教育

在现代社会逐渐成为重要的德育内容之一，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我国家庭

的劳动教育趋势逐步深化，教育目标也从工具性地单向度设定逐步向多向度育人发展。劳动观念作为一

个人基本价值观之一，对于培养儿童正确人生观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的近代家庭中，儿童们从十几岁

就开始参与劳动，有些家庭的儿童甚至只有七岁左右。在这个时期，中国家庭并没有对儿童进行劳动观

念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家庭里的父母都希望儿童能够通过劳动来获取生活所需。

在此阶段，儿童深知若他们不进行劳动，家庭将会失去一部分经济收入。对于孩童而言，此时他们更最

需要接受的是父母对其进行劳动知识的传授和技能训练，以培养出一个具有一定能力的劳动力群体。因

此，当时的家庭劳动教育更多地强调实际应用，更多地关注的是农田是否进行了耕作，以及家中的纱布

是否已经织好。当时的劳动教育主要通过父母或祖辈传授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技能，或者是通过学校学

习一些知识来完成。这样的劳动教育方式相当单调。直到二十世纪初，劳动教育才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

得到发展和推广，并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家庭教育方式。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家庭对于劳动者的需求变少，转而培养儿童的劳动精神品格，开始具备涵养美感的特征。现在的养育家

庭中，劳动教育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家长们并不期望儿童持有“不劳而获”的观念，他们更

倾向于培养儿童的自主能力，并希望教育方式更为多样化。小到家务杂事，大到社区服务，每一项都是

不同的劳动体验，可以深刻彰显学生健全的人格特征，这也是养育家庭中的劳动教育不断走向科学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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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的过程。 

3.2. 说教到实践 

在家庭中融入劳动教育的演变之二是从说教到实践。以往的劳动教育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说教阶

段。大多父母通过口述的方式告诉儿童劳动的重要性，但很少主动示范或与儿童一起进行实际劳动。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劳动教育逐渐从说教转向实践。在这一阶段，父母逐渐意识到劳

动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劳动不只是为了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儿童的责

任感、团队合作意识和自理能力。此外，父母以身作则主动参与劳动的共同合作中。父母不仅在家庭中

扮演一个积极参与劳动的角色，还鼓励儿童一同参与家庭中各种劳动实践活动，在劳作中向儿童传授劳

动技能和知识。此外，父母将劳动教育与儿童日常生活相结合，使劳动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鼓励儿童主动承担起一些家庭责任，并在其劳动实践过程中，主动沟通交流，并引导其学会思考和解决

实践中遇见的各种问题。这种由说教到实践的特征演变让儿童更好地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培养起他

们的劳动意识和习惯，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 当前家庭劳动教育中存在问题 

4.1. 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认知不足 

当前我国家庭中针对劳动教育认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种问题。一是知行不一。父母针对劳动教育

的认识与其实际做法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家庭中父母能够清晰认识劳动的重要性与开展劳动活动

的必要性，对劳动有较为正确的认识。但在部分家庭中，父母缺乏耐心，未能有效引导儿童开展相应的

劳动活动。在教育过程中，“不满”儿童操作笨拙，“嫌弃”儿童进度过满等现象的产生，使得父母逐

渐放弃让儿童参与到家庭劳动中。种种客观原因促使父母在劳动教育中产生认知偏差、行为脱节，家庭

劳动教育的实效性缓慢。二是重智轻劳。当代社会内卷压力不断加强，父母对于儿童的期望从健康成长

逐渐变成成绩首要。劳动教育认识不足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就是父母对儿童智育的重视，远远大于其他四

育。对于劳动教育的内涵，家长也是片面认为简单的“扫地、倒垃圾”就是完成了一项劳动，让儿童做

好这类项目，便是开展了一次劳动教育。此外，部分家长将劳动看作成一种脑力劳作后的休息活动。儿

童在学习后被家长安排劳动活动，家长美其名曰将其成为“劳逸结合”。这种畸形且片面的观念下，儿

童会产生逆反心理，受教育者很难真正理念劳动教育的含义。 

4.2. 家长对儿童的教育期望过高 

家长对儿童都会抱有各种各样的期待，这种期待将会直接关系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绝大部分家庭中，

家长总是按照自己的期望要求儿童，往往忽视儿童的想法，这对于引导其子女形成正确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产生偏差。教育职业道德要求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家长作为家庭的主导、儿童的第一任

“教师”，其行为举止起着示范作用，会潜移默化影响着儿童，儿童则会通过家长的一言一行感知家长

对自己的期待与渴望。此外，“知识改变命运”的生存理念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家长的价值观，家长认

为只要努力提高文化知识，考上名牌大学，读研读博继续深造，获得一份心仪的工作才是重要的，劳动

是无关紧要的存在。因此，成绩成为了儿童是否“孝顺”家长、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上名牌大学、

有理想职业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要义。在这样片面的“成才观”影响下，家庭劳动教育不得不为文

化课的学习让位。而在这样的期望下，儿童的生活被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充斥”着，高压的环境下，

儿童根本没有充实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参与劳动；家长认为儿童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

就能免除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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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劳动教育内容不全面 

部分家庭开展劳动教育，但对于劳动教育的内容不全面。一是劳动教育的类型过于简单。据调查显

示，儿童参与的劳动大多为生活性劳动。例如打扫卫生等，对于步骤复杂的生活起居类的劳动较少。在

生产性劳动方面，儿童参与较多的是喂养小动植物，对于动手制作类的手工劳动接触较少。在服务性劳

动方面，更多的则是帮忙取个快递，针对社区志愿服务几乎没有。另外，部分长辈认为自己的孩子还小，

不需要过早的参与家庭劳动中，使得家庭劳动的类型过于简单。二是劳动类型的比例失调。当前劳动活

动较多的是生活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相对较低。新时代以来，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世界潮流，

潮流背后就要求我们要紧跟时代发展。父辈给儿童呈现的劳动世界若没有跟进时代变化，注定会窄化儿

童的劳动视野，阻碍儿童对劳动世界的认识，不利于儿童与现代劳动建立良好的链接。 

5. 家庭劳动教育的建构对策 

5.1. 改变心理状态，重视劳动教育 

当代青年需要改变对家庭中劳动教育的心理状态，重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一是完成家庭教育角色

的转变。家长应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融入家庭教育中。二是积

极引导并设立奖励机制。家长应积极引导青年参与劳动活动，并给予适当的奖励和鼓励，以增强其对劳

动教育的积极性。三是完成劳动教育与学业的结合。家长可以将劳动与学生的学业相结合，通过家庭作

业、课外实践等方式，培养儿童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四是参与社会活动。家长可以引导孩童参与

社区劳动实践中，让他们与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交流，提高对劳动的认识和理解。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以及劳动与学业的结合，帮助他人重新认识劳动教育，并提高

其劳动意识与能力。此外，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也是改变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通过合作与交流，可以更

好地理解和体验劳动的价值，从而培养出真正重视劳动教育的心态。 

5.2. 更新教育理念，正确引导家庭劳动 

苏霍姆林斯基曾言：“每一瞬间，你看到儿童，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儿童，也是在教育自己，

并检验自己的人格。”更新教育理念是改变家庭教育中劳动教育认识和引导方式的关键。首先，家长的

意识转变。家长应当重新认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不断更新自己

的教育理念。其次，创造劳动机会。家长可以提供给儿童一些劳动机会，如种植花草、养小动物等，让

儿童亲身体验劳动的乐趣和价值。最后，做好劳动教育的引导和解释。家长在儿童进行劳动活动时，要

及时引导和解释其意义和作用，培养儿童的劳动意识和价值观。只有更新教育理念，才能使劳动教育在

家庭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儿童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3. 建立评价机制，促进家校社合力联动 

在家庭教育中建构劳动教育的评价机制是关键的一步。首先，家庭应该意识到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并将其列为家庭教育的一项核心内容。家长应鼓励儿童参与家务劳动，并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反馈。其次，

学校应将劳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并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学生在学校期间应该有一定的劳动教育时间，

可以是课堂上实践活动，也可以是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系统的评价机制，学校可以对学生的

劳动教育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和指导。此外，社会的参与也是推动劳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社区和社会

组织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教育活动，如志愿者服务、实践活动等，并与家庭和学校相互协作，共同

培养儿童的劳动素养。因而，建立评价机制是促进劳动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家庭、

学校和社区应该合力联动，共同推动劳动教育的实施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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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求其

具备良好的综合素养。因此，劳动教育也被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开展好劳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而家庭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学习场所之一，其作用也愈

发重要。家庭劳动教育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现存问题，并采取

有效的对策来促进家庭劳动教育的发展。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培养他们全面发展的能力和品质，使其成为有能力、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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