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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劳动教育其实自古就有，

只是近几年其地位和价值才渐渐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幼儿阶段作为“打模子”的关键期，劳动教育也

理应从娃娃抓起。所以，本研究将对幼儿这一特定群体的劳动教育内涵、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内容和

特征、价值意义及现实困境进行多维度探讨，进一步重申和完善幼儿劳动教育的价值和内容。以期能有

更多人关注到劳动教育在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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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is the basis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also is the most basic 
practical activity of human beings. Therefore, labor education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but 
its status and value have been paid due attention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And for early child-
hood stage as a “mold” critical period, labor education should also start from children.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and policy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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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dilemma of labor education of this particular group of children, to 
further reaffirm and improve the value and content of 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 in order to 
have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
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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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教育这一话题自 2018 年伊始，在学术研究领域渐成热词。2020 年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以下简称《意见》)，也强调在大中小学实施劳动教育的必要性，再次掀

起了一股热潮。幼儿教育作为整个基础教育系统中的开端环节，理当一并贯彻[1]。所以，本研究拟从幼

儿劳动教育的内涵、内容和特点、理论和政策基础、价值意义、现实困境及对策等进行多维度探讨，以

期给从事幼儿劳动教育的一线人员和研究者一些启发。 

2. 概念界定 

2.1. 劳动教育的内涵 

众所周知，劳动作为我们运动的特殊形式之一，是人类维系自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与唯一途径，主

要是指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且总体上可粗略划分为体力与脑力劳动两大类型。依据《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劳动教育具有育人职能，是帮助学生热爱劳动、敬重劳动人民

的活动。而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是对劳动力的使用，购买劳动力者消费劳动力，而出售劳动力的人

则为其提供劳动。”[2]既然劳动对我们如此重要，那劳动教育自是必不可少了。汉语词典中对劳动教育

是这样界定的：“是使受教育者理解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从而塑造符合社会

价值的劳动观，让他们学会尊重劳动人民、逐渐热爱劳动并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3]。不同研究者出于不

同的研究目的，在不同的视域和背景下，研究的对象也千差万别，因此，对劳动教育的认识、构成要素

和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即“一千个研究者，就有一千种劳动教育观”。并且，其内涵将随着时代变迁

而发展、完善，所以劳动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2.2. 幼儿劳动教育的内涵 

明晰了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内涵，那幼儿劳动教育又应如何界说呢？教育大辞典中指出，幼儿劳动教

育涵盖于幼儿德育的内容中，是为了让幼儿学会尊重劳动人民，端正态度，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4]。
北京师范大学霍力岩教授作为幼儿教育方面的专家，从劳动及劳动教育的内涵出发，把幼儿劳动园教育

界定为：“鼓励幼儿实际操作，有目的的引导幼儿用自己现有的经验、体力和智力去改造外部环境，从

中体会劳动带来的快乐情感，并获得相应的劳动知识、技能，有意识训练养成劳动习惯和意识的活动。”

[5]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幼儿劳动教育”这一概念进行界定，虽然这一概念的内涵在

不断丰富，但至今为止，暂未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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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儿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3.1. 幼儿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最早论述劳动教育问题的是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教育家托马斯・莫尔。他强调实践和理论并

进，主张手工业和农业劳动技术学习应建立在儿童年龄、能力基础之上。同时，作为西方最早的空想社

会主义代表人。莫尔所提出的劳动教育思想旨在为自己今后所从事的事业做准备，但这仅仅存在于其著

作《乌托邦》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绘中[6]。无独有偶，意大利文艺复兴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大教育家康

帕内拉。在其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太阳城》中，也构建了一个儿童由国家抚养和教育，教育与生产相联

系，且存在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新型理想社会——太阳城。他极其重视劳动技能的培养及劳动在教育

中的作用，并强调社会和家庭要创造良好的劳动教育环境。在太阳城内，学会劳动是接受教育的首要前

提和重要内容，且对生产劳动的学习会贯穿人的一生。康帕内拉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留传至今的“劳动光

荣”思想，这在当时而言，是十分前卫的[7]。宗教改革时期的杰出领袖——马丁・路德，他也认为劳动

应属于教育的成分之一，但学校的教学课程与生活中的手工劳动没有密切关系，反之，劳动又不仅仅是

对学习内容的练习，所以这时的劳动教育尚不成熟。后来，英国教育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

一切有用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成

为合作教育的思想源泉之一。另外，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德育的内容中增添了“劳动教育”这一新概

念，要求孩子们掌握所有诚实劳动的方法。他在《母育学校》一书中写道：“聪明人的使命就是不允许

任何人懒惰，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子来锻炼孩子，让他们勤勉于投身各类劳动中。” 
[8]除此之外，洛克、卢梭、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罗伯特・欧文、马克思等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自

己的劳动教育思想。而裴斯泰洛齐开办“贫儿之家”，成为西方教育发展史上最早将教育和劳动相结合

付诸实践的人。 
中国古代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虽然普遍不太重视幼儿的劳动教育，但是仍有部分学者看到了劳动

教育的必要性。例如，墨子则主张把生活中的生产劳动和知识结合起来，提倡学习工农兵商等各行各类

的知识、技能。至明清之际，“经世致用”观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其中颜元对劳动教育也颇为重视。

他认为劳动一方面能使人“修身正心”，促进道德修养的提高，即“人不作事则暇，暇则逆，逆则惰、

则疲”；另一方面能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具有德育和体育的双重作用。不仅如此，他还付诸实践，提

出“习行”的教育方法，在田间劳作中向学生传授农业的相关知识[9]。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愈加

发现劳动教育的意义。如教育大家陶行知，提出了广为流传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理念。陈鹤琴提倡的活教育理论追求“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观念。他们都一致认为，劳动

教育是与幼儿智力、体力、道德以及审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且幼儿劳动教育之目的，除使幼儿掌握基

本劳动技能外，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热爱劳动、感恩劳动人民的情感[10]。 

3.2. 幼儿劳动教育的政策依据 

正是因为古今中外那么多教育家、思想家们提出了如此丰富且极具价值的劳动教育思想，所以才汇

聚凝结出今日的各项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代表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也给教育者和家长们提供

了基本原则和指导方向。地方和国家近年来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也不算少，但本文由于篇幅有限，暂且

拣选其中最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几个国家政策文件，予以分享。 
其中，最关键的当属文中多次提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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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时察觉到劳动教育被弱化，青少年出现不会甚至根本不想劳动，四肢不勤还不

珍惜劳动成果等异象，意识到劳动育人功能亟待加强。于是，早在 2018 年 9 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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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落实新时代党关于劳动教育的新要求。所以，为响应号召，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健全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正式颁布了此《意见》。

该文件作为中国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充分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对义务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劳动教育都

进行了周全的考量和系统部署。《意见》重申劳动教育在今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及其应遵循的指导思

想与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反映时代特征、加强综合实施、坚持因地制宜等 5 个可把握的基本

原则。并提出从把握基本内涵、明确总体目标、设置课程(学时成为硬标准)、确定内容要求、完善素养评

价制度 5 个逐层深入的层面，以全面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并就如何深入开展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加强劳动教育支撑保障能力、强化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11]。对我

们解决当下的劳动教育问题具有很强的参考性。 
同年 7 月 7 日教育部颁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旨在推进落实《意见》中的有关条

款。那这两个文件之间又存在何种联系呢？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曾公开在答记者问时，回答过这个问题。

负责人解释道：“《意见》是面向全社会，对劳动教育进行全面统筹部署。并将《纲要》作为《意见》

配套文件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推广。”劳动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与规律、专业性较强。因此要想提

升劳动教育质量与水平就一定要强化专业指导，《意见》则是我们对有关要求进行细化并解决“劳动教

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的基础所在[12]。这也是《纲要》存在的意义所在。该文件是以“加快

构建德智体美劳多向发展的教育体系”为导向的。清晰界析了劳动教育的本质(思想性、社会性、实践性)
和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即强化劳动观念和弘扬劳动精神相结合，继承优良传统和凸显时代特征相结合，

注重身心参与和手脑并用相结合，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与激励创新创造相结合。并从劳动思想、技能、品

质和习惯等多方面规定了劳动教育的总目标。还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做出对应的要求，就劳动

教育途径、关键环节、拓展实施途径、规划与实施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建议。最后，对劳动教育条件保障

与专业支持做出了承诺。方方面面皆有涉及，考虑不可谓不周全，由此，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更加明确

地落实劳动教育工作。 
以上两个文件在劳动教育领域的“方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未对幼儿这一阶段的劳动教育直接

呈现显性要求。但国家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对此有所重视。例如在 2001 年 9 月份正式实施的《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中早就提出，要引导幼儿了解周围人和各行各业人员的劳动工作情况，培养幼儿热爱劳

动者和尊重劳动成果的情感[13]。2012 年《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出台，也指出：“通过劳动教育

来帮助幼儿发展劳动素养，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是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核心和实质目标”。并着重指出：

“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出的良好行为倾向及积极态度，是幼儿终身学习与今后发展必不可少的可贵品质”

[14]。之后，在 2016 年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里又明确了把“爱劳动”列为保教工作的要点[15]。可

见学前领域的幼儿劳动教育较早受到国家重视，并在各类文件中皆有体现。这些政策文本针对幼儿特有的

生理特点与年龄特征，清晰展现了幼儿阶段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为幼儿工作者和家长们指明了方向。 

4. 幼儿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4.1. 幼儿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 

劳动教育的内容对其质量和发展方向起决定性影响，因此研究幼儿劳动教育的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劳

动教育的内容。教育大辞典里，关于幼儿劳动教育内容的阐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协助幼儿从事自我服

务或集体服务的劳动，例如喂养小动物、种植蔬菜绿植等简单劳动；培养幼儿爱劳动、敬重劳动人民的

情感，不随意糟践劳动成果，初步感知各类劳动的意义；学会基础的劳动技能，发展劳动兴趣，形成爱

劳动的良好生活习惯。原基础教育劳动教育指导专委会主任徐长发(2015)则认为，劳动教育应涵盖四个部

分的内容，即社会、学校、家庭和自我劳动教育[16]。后曾天山博士(2020)以不同劳动生活方式结构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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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将劳动教育内容划分为生产、生活和服务性劳动教育三种类型[17]。西南大学姜晓教授(2020)从新时

代的视角出发，将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划分成“服务与自理型劳动”“认识劳动、劳动者”和“心智与

学习劳动”三个部分[18]。刘楠(2021)基于以上研究者的观点，按照幼儿劳动的不同对象，概括出服务他

人、自我、社会和集体等四类幼儿劳动教育内容。本研究采用刘楠的分类，以幼儿为主体，从幼儿的主

要生活场所——幼儿园和家庭两个层面，对这四种劳动教育内容进行具体化分析。 
1) 幼儿园的劳动教育内容。幼儿活动的时间多是在幼儿园和家里。因此，我以这两个主要场所为例

分别进行具体分析。首先，以幼儿在幼儿园的劳动教育为研究对象举例。服务自我的劳动，即“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如：自己穿衣服、独立吃饭、如厕、盥洗、整理自己的书包等。服务他人的劳动，即“学

会助人为乐”。如：帮老师拿教具、分发教学材料，帮助其他小朋友叠被子、完成游戏等。服务集体的

劳动，培养集体团结意识，互帮互助。如：当帮忙摆放桌椅、发放餐具、浇灌植物区的植物、收拾区角

玩具、争做小小值日生等。服务社会的劳动，可以潜移默化培养幼儿的爱国情和公德心。如：参与幼儿

园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环保活动、参观农业园区等。 
2)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内容。其次，幼儿的这四种劳动类型在家庭劳动教育中，又有哪些差异呢？第

一，服务自我的劳动，如自己洗漱、吃饭、独立穿衣、收拾自己的小玩具等；第二，表现为关心家人的

劳动是服务他人的劳动，如给家中老人捏肩捶背、给辛苦工作的父母端茶递水、吃饭时主动帮忙摆放餐

具等；第三，服务集体的劳动在家里即为服务家庭的劳动，例如，擦桌子、扫地、拖地、帮忙清洗菜蔬

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第四，服务社会的劳动指在家长带领下，参与到社区或社会组织的劳动体验活

动，如参加植树节活动、去养老院看望老年人等实践活动。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劳动教育随处可见。所以，幼儿园的保教人员和幼儿

家长更应该细心观察，把握教育契机，及时给孩子提供真实的劳动环境，以便其进行操练。还需相信孩

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并适时给予恰当指导，让幼儿体验劳动带来的乐趣，掌握相关方面的劳动知识

和技能，培养劳动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以促进其身心的健康地发展。 

4.2. 幼儿劳动教育的特征 

熊颖婕认为劳动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丰富其精神世界。并从幼小衔接的角度，分析

出劳动教育的性质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独立的[19]。杨玉春在《中国教育报》中谈到，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劳动教育获得了全新时代内涵。如今的劳动教育更加看重培育劳动者的态度和能力，劳动教育朝着

更加现代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剖析出劳动教育从简到繁、由浅入深、从单一到综合

的发展特征[20]。教育部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印发了一项重要指导文件——《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文件中指出：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劳动教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

面发展教育体系中的关键内容，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和必须进行的教育活动。因此，劳动的性质必须包含

显著的实践性、显明的思想性、卓越的社会性[21]。 
明确了劳动教育的特征，那么幼儿这一特殊群体的劳动教育与之又有何共同之处或差异性呢？武雪

珍教师从国家政策和一线教育工作中总结出关于新时代幼儿劳动教育的四点特征：具有时代性，体现时

代特征；富有传承性，实施劳动教育时要注重与民族文化的融合；要有实践性，即“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须有衔接性，重视家园社之间的衔接合作，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22]。李斌强、史济

银等人也在观察的基础上，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选择代表性教师、幼儿及家长作为样本，从幼儿劳动

教育的认知、内容和形式 3 个维度展开深度访谈。最后，得出结论，幼儿的劳动教育呈现出身心融合、

内容生活化和形式游戏化的特点[23]。由此可见，大致可以说：幼儿劳动教育具有劳动教育的实践性、时

代性、综合化等普适特点，其独有特征主要在于其衔接性和游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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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幼儿劳动教育的价值意义 

习总书记指出，作为“全面发展的教育”，劳动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培养未来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从 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开始，我国对于“劳动教育”这一课题一直都颇为关注。并陆续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对新时期

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了谋划和部署，从而进一步激发关于幼儿劳动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如何对幼儿劳动教育进行准确定位和科学实施，已然成为当前学前教育领域亟待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4]。维果茨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起源于劳动教育”，即意味着劳动教育不仅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对人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意义非凡。所以，劳动教育不只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

法，更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主渠道。马克思同样认为，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是人全面发展的基

础和必由之路。正如他许多著作中论述的那样：“所有孩子都接受免费的公共教育，废除当下这种孩子

下厂劳动的形式，使教育与物质生产相结合。” 
而学前教育是国家教育系统中的重要阶段，对个体成长、民族发展均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价值。而劳

动教育是满足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内在需求的重要途径。幼儿接受劳动教育时，通过亲自己动手操作习得

劳动知识、技能、习惯、意识与情感等，这对他们身心的全面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为今后走向社

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幼儿劳动教育在其成长中有多元价值。一是促进身体的健康发育，例如郭映彤就认

为，适当的劳动能促进幼儿精细动作、大动作及手眼协调的发展，达到强身健体、提升身体素质之目的

[25]。二是积极的劳动体验还能促进幼儿心理的发展，如赵荣辉发现，幼儿在劳动时常常伴随着快乐的情

绪体验[26]。三是对智育的促进作用，如李琳研究提出，劳动能开发幼儿大脑，促进幼儿逻辑与形象思维

的发展[27]。四是合理劳动，有利于幼儿个性品质的形成。如侯春在通过探究得出，适当的早期劳动可以

促进幼儿社会性认知发展和幼儿“利他”良好品质的形成[28]。林晓萍也发现，劳动有助于培养孩子独立、

责任感、义务感、勤劳质朴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29]。总而言之，开展劳动教育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幼儿阶段是人生的起点、奠基阶段，更应当重视其对幼儿成长的价值。 

6. 总结 

目前，虽然关于幼儿劳动教育的思想和政策文件已经有所基垫，但现实情况仍存在诸多困境。如李

斌强、史济银等就提出：幼儿劳动教育存在着对劳动认识简单化，内容割裂化和形式单一化等诸多问题。

刘楠也通过调查，从幼儿园、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面归纳出以下问题：幼儿园层面对劳动教育重视

不足、设施资源匮乏、课程开发滞后、教师能力有待提高、监督与评价系统不健全；家庭中也存在家长

认知有缺失和误区、过分溺爱、缺乏“以身作则”、“有劳无教”等问题；社会层面则存在协同共育机

制不完善、教育资源统筹不均衡的状况；以及国家层面资源配置有待优化、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

[30]。所以，仅以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幼儿劳动教育”这一亟待改善的论题。望

诸君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用更开阔的视野共同为幼儿劳动教育开拓出一片“净土”，想出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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