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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在基础教育中，劳动教育作为五育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

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而小学生的劳动教育课程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支持。但据现状调

查显示，目前我国家校在小学生劳动教育合作中存在着客观方面如家校劳动氛围单薄、劳动教育家校合

作形式单一且方式欠佳、学校对于合作开展状况监管不力和家校双方的合作活动缺乏系统规划和制度保

障等困境；主观方面存在着如教师专业性不足和家长“重智轻劳”的观念根深蒂固等挑战。基于此，本

文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优化路径，促进小学生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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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basic education, 
labor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ve educations, is a necessary way to cultivate stu-
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Labor education cours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support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However, ac-
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survey, there are currently objective aspects in the labor educa-
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our country, such as a weak labor at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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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re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a single form and poor method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labor education, poor supervision of cooperation by schools, and insufficiency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Cooperative activities lack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other dif-
ficulties; subjectively, there ar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and the 
deep-rooted concept of parents “valuing intelligence over work”.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
poses relevant optimization path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home-school coopera-
tion in labor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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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是人类特有的基本社会实践活动[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

路径。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

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2]。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设立劳动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其他

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定啊，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3]。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教育不仅促进儿

童智慧发展的条件，也是促进儿童道德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所以一定要合理组织儿童参与体力劳

动锻炼[4]。在这种教育使命的推动下，优化我国劳动教育育人体系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发挥劳动的育人

功能，已成为我国大中小学生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参与儿童学校教育能

够减弱家庭差异对儿童造成的影响，促进儿童认知、情感、行为态度、社会交往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5]。
而我国目前劳动教育也渐渐得到更多重视，学校会通过家长会和家委会等方式促进与家庭的合作和沟通，

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促进学校开展教学和育人的工作。特别是在 2021 年 10 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6]，这是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法，家庭教育逐渐由私人领域上升到公共层面。该

法明确指出家长要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促进未成年人良好发展，并要求各组织机构以及学校对家

庭教育的开展进行配合，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人观[7]。但在我国现代化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家校合作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困境。 

2. 家校参与小学生劳动教育的现状调研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座学校，孩子从出生到求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因此家庭教育和

家长的言行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家庭没有践行正确且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那么学校教育想

要取得理想的结果，将会无比困难。劳动教育的具体实施需要家庭和学校的配合。学校规范化、系统化

的课堂教学更偏向于知识、技能的教授，而习惯态度、行为方式等则更需要依靠课堂外的各种活动、实

践及日常生活浸润来加以培养[8]。关于家长参与学生劳动教育的现状调研，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得出以下

结果：李家鑫通过对河北 W 小学的调查研究发现教师和家长普遍都认为劳动教育对学生发展很重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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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劳动教育相比，家长更在乎孩子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学业成绩的高低。家长对家校合作开展劳动教育

的意愿远不如教师强烈，而且目前学校或者班级针对劳动教育展开的家校活动十分有限，家校间缺乏积

极地交流和有效的合作。超过 50%的家长都觉得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缺乏合作能力[9]。张蓝通过对宁夏

S 小学的劳动课的调查研究发现 95%以上的家长都支持开展劳动课程。绝大部分家长都能认识到在劳动

教育中进行家校合作的必要性，也愿意和学校以合作的方式共同促进劳动教育的实施，但依然有小部分

家长拒绝就劳动教育进行家校合作。在参与学生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大部分家长都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

被动的参与者角色，而不是一个组织者或辅助者，家长总体呈现被动的姿态。对于劳动价值观方面，大

部分家长都更关注提升学生的劳动技能，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家长的劳动素养还有待加强

[10]。王飞认为虽然多数家长支持孩子做劳动，但缺少引导孩子做家务的有效措施[11]。江湖在调查之中

发现，有许多家长把劳动作为惩罚孩子的一种方式，当孩子没有完成作业或者任务时，就会惩罚孩子打

扫卫生或者洗碗。这种方式会引导孩子认为劳动是不光荣的，是因为做错事才会发生，从而对劳动产生

鄙夷之感[12]。可见，小学生劳动教育中家校合作仍充满挑战。 

3. 小学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困境分析 

通过对小学生劳动教育的研究发现目前就小学生劳动教育的家校合作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

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分析，希望为所面临的困境找到原因和对策。 

3.1. 客观方面：小学劳动教育中家校合作主要面临的问题 

1) 家校劳动氛围单薄且地位薄弱。英国的摩根教授将家校合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较低的合

作，是指学校组织家长参加专家讲座、培训活动等，主要是为了帮助家长能够在家进行科学的教育；第

二，层次较高的合作，是指家长能够主动参与到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并愿意为了学校进一步

的建设发展出资出力；第三，正式合作，也是最高层次的参与，这时已经形成正规的学生家长组织，家

长在学校的组织管理上有了相当分量的话语权，家校双方共同致力于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13]。如

果根据这种分类，目前我国小学劳动教育家校合作总体上还是属于低水平的合作。在学校的教育中，劳

动教育地位还是无法和主科相提并论，尤其是临近考试的时候，这种“无关紧要”的课程更是不受重视。

而在家庭劳动教育中，劳动在家庭教育中被忽视，大多数家长只关心孩子的文化课成绩，认为只要孩子

学习好，其他什么都不用干。 
2) 劳动教育家校合作形式单一且方式欠佳。当前小学生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仍以家长会作为最主要的

形式[9]。但是家长会一般是一学期举办一次且程序相对固定，老师面对那么多家长，主科的任务传递已

经占据太多精力，更无暇顾及劳动教育。在疫情期间，家长会的举办形式由线下转到线上，以微信或者

钉钉视频的方式举办，这种方式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支持。但是劳动教育家校合作主要在线

上进行肯定是很难达到深度理解和合作的。由于活动形式的单一性，这就无法避免的会产生以下几个问

题：首先是监测作业完成率和完成效果的难度增加。劳动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家长的足够重视，

在所有科目中地位不高，相应的劳动作业就处于有时间、孩子主动要求就完成，否则就“随他去”的尴

尬地位，当然，这和老师的态度也密切相关。大部分老师几乎不会对劳动作业的完成有什么强制的要求，

基本要求是只要学生能够完成就好，更不会因此和家长进行过于深入的沟通。从沟通渠道的丰富性来看，

微信等手机工具的沟通难以达到良好沟通的效果，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效果最佳[14]。 
3) 学校方面对于合作开展状况的监管不力。家校合作作为推进小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本该是

学校日常管理和工作安排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大部分学校并没有此类的制度规定，也没

有将教师和家长的交流沟通情况纳入其业绩评定考核之内，由于学校管理松散，教师们常常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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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的开展始终只能流于表面[15]。目前家校合作的主体功能仍然由学校来实现，但学校作为家校合

作的整体设计者和实施者，现阶段仅形成在理论上，没有具体实施方案和管理策略。而教师对小学劳动

教育原则认识不够深入，仅仅注重小学生的自主体验、自主探索与具体任务的完成，忽视了通过劳动教

育培养小学生的核心素养，帮助他们形成健全人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同样，教师在具体的教育中

并没有很好地把劳动教育有机融入到学科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中，导致小学劳动教育被窄化为活

动，忽视了其他教育途径的劳动教育功能的发挥。 
4) 家校双方的合作活动缺乏系统规划和制度保障。目前来说，对于小学阶段劳动教育课程还需要相

关制度进行保证，例如评估劳动教育完成情况，师资方面的相关支持，以及开设有关课程所需要的设备、

课时以及相关资源等，也亟需配套完善。教育部门针对教育课程的具体落实情况，需要有完善、细化的

评估制度。由于劳动教育没有纳入学校最终考评，学校通常是针对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而对于忽视过程

评价，且通常是口头评价的方式，不会列入期末考试成绩，由于没有书面记录，因此无法了解学生参加

劳动教育后的具体成效，这对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缺乏指导性。此外，政府发布的很多条例基本都是从

宏观层面给出大方向，并没有对学校具体实施做出指导。学校相应政策也做出了相对的回应，成立家委

会等相关组织，但却没有制定更加详细、科学系统的规章制度以保障劳动教育家校合作活动的顺利开展

[10]。 

3.2. 主观方面：小学劳动教育中家校合作主要面临的问题 

1) 教师专业性不足。劳动教育家校合作是离不开专业教师的支持和指导的。但是目前学校很多劳动

课程都是由班主任或者主科老师兼任，对老师们来说，完成教学任务就已经耗费了大量精力，加上班级

事务的管理也并不容易，他们能用于劳动教育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此外，《意见》虽然提到了关于小学

生劳动课程的要求还有相关的评价标准，但是学校教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组

织家校合作。这就导致劳动教育的开展只是为了完成政府和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另外，由于教师对劳

动教育认识片面，教学内容单一，重心仍放在提高学生劳动技能上，忽视了劳动观念和劳动情感的培养。

如此一来，劳动课的课堂教学根本无法有效呈现出该学科的特色，最终导致教学效率低下，浪费教育资

源。 
2) 家长“重智轻劳”的观念根深蒂固。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就有着劳力与劳心的区分。孟

子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16]。“读书改变命运”的隐含意义变成了摆脱体力劳动。所以家长对于孩子的劳动教育并不会投入太多

的心思，很多家长宁愿花大价钱去给孩子上文化课的补习班，也不会让孩子在家里做一点劳动。对于老

师安排的劳动作业，也只是形式上进行辅导和拍照，完成任务就可以。在劳动教育的认识上，很多家长

把劳动教育视为简单的动手操作学习，很难引起小学生的情感体验，无法促进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有劳无教把劳动变得枯燥无味，使小学生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兴趣，成为学习的工具。而对于一些复杂性

的劳动，也有家长表示自己能力不足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辅导。 

4. 完善小学生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对策建议 

家庭和学校对于小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双方需要互相依赖和支持才能实现合

力，发挥 1 + 1 > 2 的优势。因此，家校合作是推进当前小学生劳动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接下来也

将从主客观方面提出相关优化路径。 

4.1. 客观方面 

1) 提升劳动教育的地位，实现劳动课程化。家校劳动氛围单薄且地位薄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家校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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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据调查，越是注重劳动教育课程化，劳动教育的实施情况就会更好，学

生的劳动观念和喜爱程度相应也会得到提升，从而提高劳动素养[11]。小学教育阶段正是学生思维认知塑

造的黄金时期，学校和家庭都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积极承担劳动教育主体责任，保障孩子的劳动教

育课程正常开展和进行，不受其他课程占用。学校应该配备具有丰富实践教学经验的专业师资团队，提

高劳动课程的教学质量，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真正实现“五育”并举。因此，国家可以尽

快出台相关劳动课程，全面系统地实现劳动教育的课程化进程，以劳动课程为基础，增强劳动课程与其

他学科的有机融合，实现以劳增智。 
2) 设置专门机构来提高家校合作效率。小学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目前的氛围比较松散，归根结底也是

因为没有对应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管理。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或组织合作小组，鼓励家校共

同参与，学校和家长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保合作组的正常运行。还可以通过组建家长学校、家委会、和

提供家庭教育服务等方式来进行合作。而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的重要场所，更有责任向家长普及家庭

教育知识、提升家长的科学养育水平，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将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列入学校工作计划，设立相关指标对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业务水平进行考评。除此之外，还可以采

取教育培训、组织讲座等方式帮助教师、家长树立正确的家校合作观，找准自己在家校合作中的位置，

使劳动教育家校合作规范化。 
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监管能力。从国内外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明显得出，任何一种教

育形式的推行和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大方向，也就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我们国家也有陆续出台相关

政策，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提出也为家校合作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引领下，在党和国家对家庭教育高度重视的契机下，特别是在推进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家校合作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举措[17]。但是具体涉及到劳动教育家校合

作这个主题，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律法规建设还相对空白。大方向的提出只能慢慢执行，落实到实处还需

要时间。因此，国家和政府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为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的实施和家庭参与学校教育的

行动提供法律保障和行为约束。 

4.2. 主观方面 

1) 提升教师劳动教育专业能力。首先，要确保劳动教师的师资队伍充足，这是进行后续工作的前提。

各级部门和学校要落实好教师培训与培养计划，坚持线上与线下培训相结合，努力提高任课教师的水平

和能力，不断壮大劳动教育的师资队伍，强化师资力量。其次，劳动教育教研活动也不可或缺，对于主

科，每个学校定期都会进行相关的教研活动，但是劳动课程地位相对较弱，目前往往以“副科”的形式

进行授课，也没有教研活动之说。所以把劳动课程列入教研活动，是保证劳动课程常态化，顺利进行的

基础。最后，老师在传授劳动课程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参与，结合课本和实际操作，从单一的传授

转化为师生互动型的教学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甚至可以与学生形成学习共同体，一起学习和探究。

教师还可以提升评价方式的多样性，注重形成性评价，从而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对劳动的兴趣。 
2) 家长转变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在小学阶段，除了学校安排相应的劳动课程，家庭才

是他们接触劳动的主要阵地。在这一阶段，如果家长多安排孩子参与家庭劳动，从小培养孩子的劳动习

惯和动手能力，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提高孩子的劳动技能和素养。对于家长来说，提高对于劳

动教育的重视程度至关重要，家长应该认识到文化课的分数只能证明孩子当下的学习水平，而劳动能力

才是未来支撑孩子创造幸福生活的必备技能。家长作为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引导者，应该从观念上转

变，在督促好孩子好好学习的基础上，也要有意识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同时自身也应该做好榜样作用，

于一言一行中积极引导孩子树立劳动最光荣的意识，培养孩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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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可以合理分配劳动任务，给予每个儿童平等真实参与家庭劳动的机会，逐渐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

惯。而在家庭之外，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参加社区或机构组织的社会义务劳动任务，使孩子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切身实地多体验劳动的意义。 

5. 结语 

劳动教育的协同合作是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经阶段，打造劳动教育的家校共同体有利于构建更公

平和谐和包容的家校关系，只有当社会和学校还有家长多方协同，才能最终促进小学生劳动意识和能力

的提升，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教育在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逐渐影响小学生的劳动

意识和劳动行为，使他们逐渐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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