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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劳动教育对幼儿劳动意识、劳动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数字时代为

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发展带来了许多契机，有利于拓宽劳动教育场域、创新劳动教育形式、丰富劳动教

育内容。然而，在实践中存在劳动教育观念“机械化”、劳动教育时空“泛在化”、劳动教育内容“浅

显化”、劳动教育过程“走秀化”等问题。唯有回归个性化劳动教育初心，组建数字学习资源库，构建

协同育人的劳动教育场域，推动劳动教育与数字技术共生融合，才能纾解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现

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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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labor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children’s labor awareness, 
labor practice 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digital age has brought many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which is conducive to expanding the field of 
labor education, innovating labor education forms, and enriching labor education content. How-
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mechaniz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oncepts, the 
ubiquity of labor education in time and space, the superficiality of labor education content, and 
the showcasing of labor education processes. Only by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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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ized labor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 library,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
tive labor education field, and promoting the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an we alleviat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labor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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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对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社会责任感等都有

积极的影响。2022 年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推动教育数字化发

展[1]。可以说，数字技术正成为推动教育转型升级的动力，幼儿园劳动教育亟待数字化变革。目前学术

界对劳动教育内涵、实质、价值、困境和路径展开了深入讨论，劳动教育理论内核得到进一步增强，但

鲜有从数字时代的角度开展关于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学术争鸣。籍此，基于现有研究基础上，立足数字时

代剖析幼儿园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并对劳动教育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解析，探究幼儿园劳动教育

实质力量达成的纾解建议对于推动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2. 意义追寻：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劳动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包含着深广的价值旨趣。幼儿是集自然、社会与精神生命融为一体的存

在物，其成长与发展并非既定的，而是在不断劳动实践与教育教学指导下形塑生成的[2]。数字时代背景

下，劳动教育成为幼儿园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基础，从教育育人的角

度出发，揭示了劳动在教育场域中的重要育人价值，这是数字时代开展劳动教育的基石。数字时代赋予

技术、社会和教育的深度融合，使得虚实结合的劳动教育设想成为现实。概括来说，数字时代幼儿园劳

动教育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拓宽幼儿园劳动教育场域 

传统的劳动教育受时空、教育资源、教育者等制约，教师的教学素养能力及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存

在巨大差异，难免会引发教育公平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系统化发展，海量数据涌入网络空间，诸如微

信、腾讯会议、抖音等软件拓展了教师和幼儿的教学方式和活动方式。可以说，在数字化时代，具备构

建泛在学习环境、突破时空、方式丰富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劳动教育实施的数字化、智能化。一方面，

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地域限制，使幼儿园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互联网技

术还能将学习空间从传统的教室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加强幼儿园之间以及与城市幼儿园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共同探索劳动教育的主题和实践。 

2.2. 创新幼儿园劳动教育形式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幼儿园劳动教育形式带来了更多的创新和可能性。一是数字技术为幼儿园的劳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6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心语，王国超 
 

 

DOI: 10.12677/ae.2024.143461 902 教育进展 
 

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教学方法和工具。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平台，幼儿园可以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技术，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劳动教育场景，为幼儿提供更加自由的探索和学习环境。第二，幼儿园

可通过在线平台及社交媒体，与其他幼儿园、学校以及学前教育领域的专家进行远程合作；幼儿也可以

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幼儿一起参与劳动教育项目，共同合作，分享经验和劳动成果。第三，数字技术可以

帮助幼儿园对劳动教育进行数据分析，了解幼儿的学习情况和需求，从而进行个性化的劳动教育指导。

利用数字化的评估和反馈系统，幼儿园可以更好地了解每个幼儿的劳动技能和兴趣，从而有针对性地开

展劳动教育，以满足不同幼儿的学习需求。 

2.3. 丰富幼儿园劳动教育内容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劳动主体、客体、方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交网络将独立的个体

紧密相连，使得劳动教育的范围和场景得到了无限的拓展和更新。在这个背景下，劳动教育从过去“以

灌输为主”转变为“以学定教”，并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全覆盖。传统的言传身教方式已被颠覆，受教育

者的日常生活范围得到了扩大，劳动教育内容也得到了丰富。一方面，传统的幼儿园，其劳动教学内容

偏重于农事，以提高幼儿的农艺水平为主要目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迈入了数字时代，数

字技术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多种劳动教育内容的引入

幼儿园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例如，幼儿园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平台，获得图书、教育软件、在

线课程等丰富的教育内容；还可以借鉴其他幼儿园优秀的劳动教育经验，从而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方

法。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拓宽了劳动教育范畴，为教师和儿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和更深层次

的反思空间。数字技术能够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真实情境，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通过利用在线平台

和数字工具，教师得以记录幼儿的劳动过程、成果和思考，并与家长进行互动和反思。不仅幼儿获得了

真实体验，教师也实现了对自身发展历程的自我审视和重新定位，对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

力有很大帮助。 

3. 叩问现实：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困境解析 

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等前沿科技的迅猛发展，

幼儿园各方面的发展均取得了阶梯式的进步。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以数字技术为依托所生成的劳动产

品已成为劳动主体的产物，与传统的劳动相比，数字时代的劳动方式及空间均发生巨大变化，无疑给劳

动教育实施带来重大挑战[3]。概括来说，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困境。 

3.1. 劳动教育观念“机械化”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劳动仅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技能学习、休闲娱乐或惩罚手段，较多幼儿

园、家庭、社会忽略了劳动教育所具有的“鲜明的思想性”“凸显的社会性”和“显著的实践性”[4]以
及劳动教育中可能存在的精神创造性、道德丰富性和智力丰满性等问题。主要表现在较多幼儿园的劳动

教育逐渐偏离了原本的初衷，变成了简单的机械操作或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进行的表面性活动；许多

家庭中的劳动已经被机械化和自动化取代，家庭成员对劳动的参与和意识逐渐减弱；社会普遍追求高薪

高职位，忽视了劳动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劳动教育观念机械化，诱使劳动教育“在幼儿园中被弱

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5]。 

3.2. 劳动教育时空“泛在化” 

在进入数字时代以后，数字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劳动教育时间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超前

性；而对于劳动教育空间来说，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则是同质化[6]。进入数字时代以后，休闲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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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学习之间的边界变得非常模糊，给劳动教育质量的提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一方面，由于幼

儿园资源有限，缺乏必要的教育设施和技术支持，无法提供多样化的劳动环境和工具；很多幼儿园只能

将劳动教育活动安排在零散的时间段，无法形成连贯的教育过程。甚至很多时候，劳动教育活动还会被

其他教育内容所替代，导致劳动教育的时间被压缩或忽视。另一方面，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的空间布局

和场所安排不够明确。由于幼儿园场地有限，很多幼儿园没有专门的劳动教室或者劳动场地，无法提供

多样化的劳动场所和环境。 

3.3. 劳动教育内容“浅显化” 

幼儿园劳动教育内容“浅显化”是指在劳动教育中，内容过于简单和表面化，缺乏深度和实质性的

培养幼儿的劳动能力。科技信息的快速发展为幼儿教师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无论是选择哪种教

育内容，其最终意旨都应遵循生活价值取向[7]。然而，为尽快完成教学任务或避免增加工作量，幼儿教

师往往选择自动屏蔽与主题无关的教育契机，往往只注重幼儿园内的劳动活动，忽视了与实际生活和社

会相关的劳动场景，无法真正让幼儿体验到真实的劳动环境和情境。另一方面，幼儿园劳动教育内容还

缺乏深度和系统性，教师和家长往往只注重幼儿的短期表现和结果，而忽视了劳动教育对幼儿长期发展

的影响和培养。 

3.4. 劳动教育过程“走秀化” 

在信息化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实施常常面临从最初注重“综合育人”到逐步陷入“偏重育技”

的价值失真。一方面，“走秀化”问题表现为过分注重展示效果和结果。教师和家长往往关注劳动活动

的结果，例如制作的手工作品是否漂亮、成果是否出色等，而忽视了幼儿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参与和体

验。另一方面，教师和家长往往只注重幼儿在劳动活动中的形式和程序，例如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操作、

遵守规定的流程等，把幼儿带到劳动基地去收菜、摘果、挖土等，其间不断地拍照、走过场，完成“在

劳动教育中打卡”。这种“走秀式”的劳动教育，剥夺了幼儿实践体验的机会，忽视了幼儿对劳动活动

的实际理解和创造性发展，大大降低劳动教育的实效性，同时也遮蔽了劳动教育本身对幼儿所固有的价

值吸引力，使得本身带有价值意义的劳动教育变成了一种虚假体验。 

4. 回归本质：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纾解建议 

以数字技术赋能幼儿园劳动教育发展，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回归个性化劳动教育初心；组建

数字学习资源库；融合多方力量，构建协同育人的劳动教育场域；立足生活，探索适应数字化环境的劳

动教育模式和策略，使劳动教育能够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幼儿的发展需求。 

4.1. 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回归个性化劳动教育初心 

从唯物主义劳动观出发审视劳动教育的独特功能，认为劳动教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人

本主义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即使在物质充裕的社会，劳动也是必需的。尽管它不再承担满足物质需

要的功能与价值，但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内在需要等都需要通过教育和劳动的结合来实现[8]，因

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在数字时代依然有着很强的适用性。数字时代沿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轨道，可

以看出劳动教育数字化的本质问题仍是关于“人”的问题。 
劳动教育的任务始终是关于人、依靠人、促进人，人是劳动教育发展的中心和重心。数字技术的出

现不是为了取代教师而是为了服务学生，要防止劳动教育被异化为“休闲娱乐”或“监视手段”[9]。从

社会关系层面看，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应注重健康有序劳动关系的培养，也就是要使幼儿重新回到现实社

会关系之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生处数字化时代，幼儿园在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充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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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儿童主体性，站在儿童角度，以儿童兴趣与需要为依据，设计适量、适度、适宜的劳动教育活动以调

动儿童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幼儿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幼儿劳动教育学习的主题墙，

丰富的学习资源，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教师还应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观为指引，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

能，借助数字技术为不同的幼儿设计出符合成长规律的路径，让每位幼儿的劳动意识都能在原有基础上

得到提升，最终打造具有个性化的劳动教育体系。 

4.2. 组建数字学习资源库，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数字学习资源库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习工具和手段，相较于传统的纸质学习资源，具有高容量、易储

存、易传播、强大的可视化和突出的体验感等卓越优势。组建数字学习资源库，首先应建立一个专业团

队，负责收集和整理与劳动教育相关的教学资源，包括视频教程、实践案例、教学设计等。通过网络搜

索、教育平台、教育出版社等渠道获取资源，并进行分类和标注，方便教师查找和使用。其次，要建立

合作网络和资源共享机制，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劳动教育数字学习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实现传

播、推广与应用，与其他幼儿园、教育机构和行业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享教学资源和经验，共同开发

和分享教学资源，促进劳动教育与实际工作的结合。最后，要定期对数字学习资源库进行评估和改进，

了解教师和幼儿的需求和反馈，不断优化和完善资源库的内容和功能。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教学观摩、

教学反思等方式进行评估，收集意见和建议，提高资源库的质量和效果，从而让优质劳动教育数字学习

资源惠及更多的幼儿。 
教师作为技术与劳动教育中的关键连接点，是人机协同、虚实互动系统运行的“把关人”，肩负着

教育者的初心和使命。教师需要具备相关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教育设施需要满足劳动教育的需求，

技术支持可以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同时，依托数字技术，形成“以幼儿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和科教融合体系，更加主动地迎接学习需求个性化、能力结构差异化的挑战，提升自身学习的

满足感与获得感。 

4.3. 融合多方力量，构建协同育人的劳动教育场域 

场域是劳动教育实施的基础保障。通过融合家庭、幼儿园、社区和社会资源等多方力量，构建协同

育人的劳动教育体系。 
家庭是幼儿最早接触劳动的社会单位，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教育场所之一。家庭成员要引导幼儿参与

到日常生活的劳动中，教授幼儿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如整理房间、洗碗、扫地等；还应积极参与幼儿

园组织的劳动教育活动，与教师共同关注孩子的劳动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其次，幼儿园

要提供适合幼儿进行劳动的环境和设施，如劳动室、劳动工具、劳动材料等，为幼儿提供展示和实践劳

动的机会，以满足儿童劳动的需要。最后，社会对幼儿园劳动教育应起到支撑作用。幼儿园也要充分利

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教育平台，提供劳动教育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可以与社区合作，开展劳动教育活

动，如社区义工、社区服务等，让幼儿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实践，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4.4. 立足生活，推动劳动教育与数字技术共生融合 

尽管数字时代的网络虚拟劳动在幼儿园劳动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劳动教育仍是生活的，其本

质是“为了生活实践、通过生活实践、在生活实践中”[10]。 
释放幼儿天性，发现幼儿自然的力量，引导幼儿在综合实践活动中积极参与劳动体验，亲历劳动实

践，获取劳动知识，强化劳动精神。第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自然教育、生活教育这些理

念应该被重新关注。幼儿园要把课堂搬出教室，搬到大自然、田野中去，要对各地劳动教育资源加以整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61


张心语，王国超 
 

 

DOI: 10.12677/ae.2024.143461 905 教育进展 
 

理、归类和甄别，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特点和需求，融合生活、劳动相关的内容，使之重新整合成

为新的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将劳动教育融入到五大领域的活动之中。第三，控制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的

理性边界，建构合理的数字成长空间。从发展实际出发，积极主动迎接新的技术和挑战，以信息技术为

辅助工具，积极主动整理文化，尝试数字化劳动教育资源的自主开发，完善劳动教育教学。教育数字人

与现实人的外形近乎一致，通过技术使用的便利化和技术的情感化，使得教育数字人与教育者、受教育

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融合共生的关系。 

5. 结语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幼儿园劳动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研究从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

价值、困境和纾解建议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劳动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创新了幼儿园劳动教育形式，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面临劳动教育观念“机械化”、时空“泛在

化”、内容“浅显化”、过程“走秀化”等现实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重视幼儿园劳动教育的

重要性，以数字技术赋能幼儿园劳动教育发展，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回归个性化劳动教育初

心；组建数字学习资源库，不断完善劳动教育体系，提高劳动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让幼儿能够享受到数

字时代劳动教育带来的益处，推动劳动教育与数字技术共生融合。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幼儿园劳动教

育的开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让幼儿园劳动教育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基金项目 

本文为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农耕文化传承视域下乡村幼儿园劳动教育长效机制研究”(编
号：2022A0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党建, 2022(11): 4-28. 

[2] 余辉, 刘晓鹏. 解构与纾解: 劳动教育的异化与回归[J]. 大学教育科学, 2021(3): 46-53.  

[3] 李洪修, 刘笑.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79-84.  

[4] 陈斌.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旨趣与逻辑转向[J]. 大学教育科学, 2021(4): 62-69.  

[5] 姜晓, 胥兴春. 我国幼儿劳动教育实施现状及路径探析[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3(1): 70-74.  

[6] 余西亚. 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理论重构与实践向度研究[J]. 继续教育研究, 2023(3): 120-124.  

[7] 王一雯, 纪雅晴, 汪杰锋. 新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现实围困及应然走向[J]. 基础教育参考, 2022(9): 63-67.  

[8] 林钊. 实践、劳动与自由: 马克思教育观的当代审思[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 7(6): 56-64.  

[9] 崔中良, 王梦钰. 数字劳动教育的新生态、风险及发展路向[J]. 教育与职业, 2023, 1034(10): 28-34.  

[10] 胡佳新, 刘来兵. 回归生活力视域下的青年劳动教育[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0, 39(1): 110-11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61

	困境与纾解：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 
	摘  要
	关键词
	Dilemma and Relief: Labor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in the Digital Er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意义追寻：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2.1. 拓宽幼儿园劳动教育场域
	2.2. 创新幼儿园劳动教育形式
	2.3. 丰富幼儿园劳动教育内容

	3. 叩问现实：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困境解析
	3.1. 劳动教育观念“机械化”
	3.2. 劳动教育时空“泛在化”
	3.3. 劳动教育内容“浅显化”
	3.4. 劳动教育过程“走秀化”

	4. 回归本质：数字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纾解建议
	4.1. 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回归个性化劳动教育初心
	4.2. 组建数字学习资源库，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4.3. 融合多方力量，构建协同育人的劳动教育场域
	4.4. 立足生活，推动劳动教育与数字技术共生融合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