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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1、选题缘由

政策依据：2015 年习总书记提出“以劳动托起中

国梦”，2018 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提

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

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

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意见》中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重

要内容……幼儿园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全面构建体现时

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

理论依据：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五个

解放”，精辟的阐述了幼儿劳动教育的重大意义，劳动

教育能促进幼儿的身心和谐发展。陈鹤琴在论述活教育

中提到：“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幼儿的劳动习惯

和技能，不仅是生活使其然，而且与幼儿体力、智力、

道德和美感的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幼儿劳动

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从小培养他们爱劳动、爱劳动人民的

感情，学习初步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

惯”。苏霍姆林斯基提到：“儿童高尚的心灵是在劳动

中培养起来的，关键是要使儿童从小就参加劳动，使劳

动成为人的天性和习惯”、“只有通过有汗水、有老茧

和疲乏人的劳动，人的心灵才会变得敏感、温柔，通过

劳动人才具有用心灵去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陈鹤琴

先生指出：“幼稚教育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

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能单独胜

任的，必定是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

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过：“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

家园共育视角下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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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教育从国家层面到中外教育家都有重要论述，我们不仅注重通过劳动锻炼幼儿的大肌肉和精细动作，

而且关注幼儿幸福心理健康需求，旨在通过研究培养幼儿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有端正的劳动态度，养成良好

的生活卫生习惯，愿意参与劳动，同时在共同参与中亲身体会劳动的快乐和服务他人的自豪感，增进亲子感情。

【关键词】自然渗透；家园同步；营造氛围

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能完成培养人这样一个

极其细致的任务。”由此，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劳动对

幼儿发展的独特价值与必要性，还要通过家园共育实现

幼儿劳动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实践依据：当前在幼儿园中开展的劳动教育存在组

织幼儿参加的劳动教育内容不全面，开展劳动教育的形

式单一，我园劳动教育中也存在着家园合作不到位，对

家长引领不够等问题，导致幼儿劳动教育意义不明确，

活动形式化。

2、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丰富

幼儿劳动教育中家园共育的相关研究，让新时代劳

动教育落地生根，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

鉴意义。

实践意义：在家园共育的模式下，能最大程度的促

进幼儿身体、智力的发展，使幼儿情感、自身劳动素

养都得到提升。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引领家长树立正

确的劳动教育观念，从而最大程度的帮助幼儿劳动习

惯的养成。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促使教师思考开展家园

共育劳动多样化的方法和途径，形成一套科学的幼儿

劳动实践方法，为日后教师在培养幼儿劳动习惯养成

方面做好铺垫。

3、核心概念界定

（1）家园共育：教育幼儿，家庭、幼儿园分别

具有不同的教育特点和职责，家园共育，就是把两者

的职责结合起来，使两方面的教育相互配合、相互统

一，达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促进幼儿健康、全面

地发展。

（2）幼儿劳动教育：是幼儿德育内容之一，是支

持幼儿在亲历实践过程中培养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

端正劳动态度，养成劳动习惯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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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儿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在家园共育的视

角下培养幼儿劳动习惯、使幼儿愿意参加劳动、能够尊

重劳动者、有自我服务能力的有效方式。

二、研究目标及方法

1、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总结出能够激发幼儿主动参与劳动、增强

劳动意识、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养成良好劳动习惯

的适宜路径和策略。

2、研究方法

（1）文献法：主要是针对研究的前期学习，如：

通过利用图书资源和中国知网检索幼儿劳动教育现状、

家园共育的路径、产生的成因等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

到相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影响

幼儿劳动教育的相关因素，并在理论层面进行梳理、建

构，为顺利开展研究做好奠基，指明研究方向。

（2）观察法：主要应用于教师对幼儿一日生活

中劳动情况的观察，如：劳动时的表情、行为、话语

等，了解其对劳动的兴趣、劳动能力、劳动方法，及

时记录分析，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为解决问题提供

支撑。

（3）问卷法：通过问卷了解教师、家长的思考，

找到劳动教育问题的根源和幼儿劳动的现状，力求使研

究能够与教师、家长、幼儿的发展同步。

三、研究过程

1、“自然渗透式”的劳动教育达到润物无声的

效果

幼儿的一日生活皆教育，渗透式教育是一种以自然

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教育的模式。幼儿园的孩子，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把劳动转化成为幼儿喜欢的游戏或

活动，将丰富多样的劳动隐藏在一日生活中，自然无痕

巧妙渗透幼儿会更加喜欢。如：我们从幼儿年龄特点出

发组织了“我是劳动小能手”活动。小班注重幼儿自理

能力的培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穿脱叠放衣服、

整理收拾玩具、照顾植物、洗脸、刷牙等。教师通过“儿

歌述说法”，让幼儿边说边做，如：小狗汪汪叫，肥皂

手心搓泡泡；猴子很着急，手背也要搓泡泡，孔雀开屏

了，双手交叉搓指缝……儿歌的方式寓教于乐，激发幼

儿自我服务的兴趣。通过“情境游戏法”，如：给小椅

子洗个澡，给小桌子擦擦脸等，让幼儿在快乐的游戏中，

体验劳动的乐趣。通过“直观标识法”让幼儿能够主动

将玩具、积木等进行整理，并及时收放。中大班在自我

服务的基础上，鼓励他们与教师一起制定简单计划，培

养自我服务和服务他人的能力。如：中班我是小小值日

生的活动，幼儿自主选择值日内容，照顾动植物、擦桌、

整理衣帽柜等，在值日的过程中采取轮流的形式，让每

个人都能有事做，都能会做事。每天早来园幼儿照顾小

鱼、给植物浇水、进餐前帮助洗手的小朋友放袖子、餐

后整理碗筷、擦桌子、打扫地面……大班的孩子开展了

集体的事情我也能做，如：把室外的花运到室内，帮助

园所的花儿过冬，疫情期间家长不能入园，自己运被子

等。通过积极参与各类劳动，幼儿在自主、快乐且富有

教育价值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专注、责任、感恩、自信等

良好品格，有效的增强了幼儿劳动观念，养成爱劳动的

好习惯，以及参与劳动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2、“家园携手式”的劳动教育达到 1+1 ＞ 2 的

效果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家庭是幼儿园

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

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

长提高教育能力”，家长和教师共同担负培养幼儿劳动

技能的责任，因此家长和教师要共同为幼儿创设劳动实

践的机会与环境，让幼儿从小体验劳动的快乐，感受劳

动的意义。为此园所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开展了“大手

拉小手”家庭劳动教育。活动启动前，家长了解了本月

班级开展的劳动教育要求及家庭配合的要点，在家里努

力做到：鼓励幼儿简单的事情自己做，不会的事情学着

做。家长为幼儿提供扫地、择菜、收拾房间、餐后帮家

长擦桌子、收拾垃圾等机会，在幼儿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家长正确引导和帮助，并且带领幼儿进行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让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养成爱劳动、主动参与劳

动的习惯。

我们还开展了“家园系列活动”，让活动固定化。如：

“周末清扫我最棒”活动，幼儿周末与父母一起进行卫

生清扫，参与率达到 85% 以上，幼儿的劳动意识及劳

动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结合五一劳动节开展“我劳动，

我快乐”主题系列活动，幼儿与家长一起了解节日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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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聆听父母讲述各行各业劳动者、劳模的故事以及他

们做出的贡献，以绘画、表演儿歌、制作礼物等形式致

敬劳动者，将劳动美德传承。开展“我来做爸爸（妈妈）”、

“我是小小清洁工”、“小厨师”等角色体验活动，体

验父母照顾家人的生活，准备饭菜等，从而感受到劳动

的辛苦，食物的来之不易，培养幼儿珍惜父母劳动成果

的情感，激发幼儿对父母及其他劳动者的尊重。开展“我

是父母的小帮手”、“晒晒我的劳动成果”打卡活动，

家园共同配合，让劳动成为习惯，让家庭成为习惯养

成的主场。通过完成小任务的形式，比如帮妈妈洗碗、

择菜、擦桌、扫地等，每月评选出劳动小明星，激发

幼儿兴趣，使幼儿在不断坚持中养成劳动习惯。

3、“氛围创设式”的劳动教育让幼儿始终保持劳

动热情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

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环境作为一门隐形的课程，蕴

含着无限的教学、教育因素，因此，创设良好的环境，

对幼儿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班级互动墙饰激励幼儿成长。如：小班创设

“五美宝贝快乐劳动”环境，将孩子们劳动的照片进

行展示共享，中班插卡互动环境“今天我劳动啦！”，

大班“我是劳动小明星”统计环境，在潜移默化中激

发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兴趣。各班还开展宣传活动以激

励幼儿参与劳动的动力，如：我身边“劳动小达人”

评选，并讲述他们的故事，利用微信针对本班幼儿一

日生活及周末卫生日活动开展情况积极进行宣传，通

过宣传为幼儿树立学习榜样，让幼儿间比学赶帮超，

达到共同进步。

其次，开辟亲身体验环境让幼儿乐在其中。我园

地处农村，园里开辟了知农园，幼儿可以一年四季亲

身体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喜悦，幼儿在

自己动手、亲身体验中，感受劳动的辛苦，体验劳

动收获后的快乐，增强了幼儿理解劳动、尊重劳动

的传统美德，而且培养幼儿的感恩之心和良好的劳动

品质。

最后，用地域独有的大环境引发幼儿参与的欲望。

结合延庆区创城、爱国卫生运动等大型活动对幼儿进行

公益劳动培养。我们建立了中大班公益劳动日的固定时

间版块，如：每周五中班“班级卫生我做主”，大班“户

外玩具大清扫”等活动。相信通过劳动体验，会在孩子

心中种下一颗快乐劳动的种子，让幼儿对“劳动”有更

深的理解。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劳动素养是一种综合性的素养，劳动教育与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是不可分割且相对独立的统一体。此

次研究中我们不仅注重通过适度的劳动锻炼幼儿的大肌

肉动作和精细动作，促进其手、眼、脑协调发展，满足

幼儿天性好动的生理需求，而且关注幼儿心理健康需求，

因为劳动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来源，幼儿与家长共同参与

家庭劳动，可以转移幼儿的注意力，使幼儿亲身体会劳

动的快乐和服务他人的自豪感，树立幼儿的责任感和

独立意识，感受互相尊重的家庭氛围，充实幼儿的居

家生活。

此次研究中也存在以下问题：

1、如何去习惯化使幼儿由被动变主动、形成家庭

劳动自动化的关键，家庭成员劳动观念保持一致相互促

进还不够。

2、幼儿劳动教育只注重内容的广度，但结合点的

深度不够，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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