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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是幼儿发展所需的内在动力，是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劳动教育有利于培养大

班幼儿的劳动品质、提高大班幼儿的角色认知、促进大班幼儿的综合素质。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

目前幼儿园劳动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当前的现实困境是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目标制定不

明确、内容选择不全面、活动实施不完善、评价方式不丰富。解决对策是明确劳动教育教学目标、优化

劳动教育教学内容、完善劳动教育教学活动、丰富劳动教育教学评价。 
 
关键词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优化策略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Large Class Labor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 

Tian Li, Lili Yu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Received: Feb. 12th, 2023; accepted: Mar. 9th, 2023; published: Mar. 16th, 2023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the inner power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ldren’s 
all-round development. Kindergarten labor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the labor quality 
of children in large classes, improving their role cogni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kindergarten 
labor education i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is that the 
goal of kindergarten labor education for large class is not clear, the content selection is no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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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hensi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ities is not perfect,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is not rich. 
The solutions are: clearing labor education teaching objectives, optimizing labor education teach-
ing content, improving labor educatio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enriching labor education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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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教育在幼儿期起着关键作用，渗透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也与幼儿的德、智、体、美教育相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特别强调要建立健全德、智、体、美、劳的综合素质教

育制度。习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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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实施劳动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对幼儿园劳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构建中国

特色的幼儿园劳动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至关重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中指出“根据各学段特点，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2]。由此可见劳动

教育更多地停留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幼儿园，因此对幼儿园

劳动教育的研究能够加深人们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以及拓宽对劳动教育的视野。 

2.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的意义 

幼儿园劳动教育对大班幼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班幼儿的认知和价值观正处于发展和建

构中，这为劳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开展劳动教育不仅能使大班幼儿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独立

活动，还能在劳动教育活动中形成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技能。 

2.1. 有利于培养大班幼儿的劳动精神 

现如今一些幼儿园及其教师都重视幼儿劳动品质的培养，大多数教师在劳动活动中仅仅观察幼儿劳

动任务是否完成，重视劳动的结果而忽略其过程。其实大班幼儿已经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劳动的价

值观初步形成。劳动过程最能培养幼儿的劳动品质，劳动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一个艰辛的过程，并不是一

两次的劳动活动就能使大班幼儿真正的理解劳动内涵、掌握劳动知识和学会劳动技能。因此，幼儿园的

大部分劳动活动应该是持续、长久的，比如：种植花草、饲养小动物等，大班幼儿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

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和不易，由此便容易形成坚持这样的劳动品质和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 

2.2. 有利于提高大班幼儿的角色认知 

大班阶段，要注重幼儿劳动习惯的培养，这不仅能促进大班幼儿身体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大班幼儿

认知的发展。幼儿园劳动教育不仅是让幼儿学会劳动，还要培养大班幼儿对各行各业的热爱和对劳动成

果的珍惜，引导他们了解不同职业的劳动，亲自参与到各行各业的劳动中。在角色扮演活动中，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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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利用生活机会和条件，帮助大班幼儿了解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机构和工作，如：商场、邮局、医院等

一些常见的公共场所，在游戏的过程中体会这些机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理解劳动人员在

劳动中的不易。大班幼儿已经形成与生活相关的经验，教师要创造条件让幼儿与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的

劳动人员交流，参与其有意义的活动，丰富大班幼儿的认知，从而促进其角色认知的发展，根据大班幼

儿的年龄阶段，为他们制定符合其年龄特点的措施。 

2.3. 有利于促进大班幼儿的综合素质 

劳动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劳动不仅能促进大班幼儿大脑的发展，而且还能促进身体发育，增强幼

儿的体质，锻炼幼儿的大肌肉和小肌肉，尤其是手部精细动作，比如大班幼儿自己系鞋带。大班幼儿在

劳动过程中其体力、智力、语言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班幼儿已经有了合作

意识和规则意识，面对劳动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能积极地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也促进了大班幼儿解决

问题能力的发展，并且在活动中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遵守团体规则。活动前教师可协助大班幼儿进行

分工合作，怎样分工、怎样合作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劳动活动；活动中，大班幼儿通过与同伴分享、合

作、沟通交流获得成功，也能获得成功的喜悦感和满足感，大大地提高了大班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大

班幼儿在劳动中与大自然和实物接触，都是一些实际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给幼儿带来了丰富的直接经验，

相比于教师的口头施教，意义更重。当幼儿在劳动教育中掌握了相应的认知与技能后，教师还应注重在

幼儿了解劳动意义的同时产生良好的社会情感，也就是教育意义[3]。 

3.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 

劳动教育是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主要途径，具有增智、强

体、育美的独特价值。大班幼儿在劳动活动中锻炼身体又磨砺意志，身体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

强壮，还能够发展出健康的审美情感，促进大班幼儿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幼儿园大班劳动教

育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需要改善，所以本研究针对大班幼儿的劳动教育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

某市幼儿园教师 121 人发放问卷，通过对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劳动教育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问题。 

3.1.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目标制定不明确 

劳动教育目标应该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年龄特征，指导幼儿教育实施的三大文件都对幼儿的发

展具有引领性的作用，然而这几个文件没有明确的幼儿园劳动教育内容和目标，不能发挥其在劳动教育

方面应有的作用，这导致教师在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时不能根据幼儿的身心年龄特征制定明确的目标。在

幼儿园中，教师常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自身对劳动的理解去制定劳动教育目标，且多以提高劳动技能

为主。三维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而教师忽视了认知与情感

两个维度的目标，不利于大班幼儿形成正确的劳动态度以及培养大班幼儿对劳动的热爱，甚至会适得其

反导致幼儿对劳动产生厌倦心理。 
幼儿园大班中劳动教育活动多以片段式的活动贯穿在一日生活中，缺乏系统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不

同年龄阶段的目标应该针对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目标。例如，教师在组织劳动教育活动时，目标定

位不清晰，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劳动教育目标雷同[4]。在实际中也发现，幼儿园教育目标制定的随意性很大，

教师制定的小年龄班劳动教育目标会在大年龄班出现，甚至大班的劳动教育目标会在小班中使用，再或者

大中小班开展重复的劳动教育活动，这无疑会降低幼儿对劳动的兴趣，不利于培养大班幼儿的劳动情感。 

3.2.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内容选择不全面 

教师正确、全面的理解劳动教育的内容，是顺利开展劳动教育活动的重要前提。劳动教育活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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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体服务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种植手工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大部分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仅培养

幼儿劳动技能，不能够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并且一些教师对劳动教育的内容理解片面甚至曲解劳动教

育的内容，这都会影响劳动教育的质量。 
 
Table 1. Contents of labor education considered by teachers 
表 1. 教师认为劳动教育的内容 

题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内容 

为集体服务劳动 54 44.63% 

自我服务性劳动 91 75.21% 

种植手工活动 81 66.94% 

社会公益活动 79 65.29% 

 
由表 1 (多项选择)可以看出目前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内容主要是自我服务劳动，其次是种植手工活动

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最后是为集体服务劳动。自我服务劳动主要是指服务幼儿本身，与幼儿的一日生

活密不可分，在与教师的访谈中发现，大班幼儿自我服务劳动包括穿脱衣服、鞋袜、叠被子、整理床铺、

自助进餐、收拾玩具等活动，教师在组织劳动教育活动时，也以提高大班幼儿的这些能力为主，缺乏培

养大班幼儿的劳动意识。大班劳动教育要由自我服务性劳动转变为为集体服务的劳动，在调查时发现教

师在选择劳动教育内容时多以自我服务性劳动为主，部分幼儿园教师对劳动和劳动活动的认识还不够充

分，在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时单纯地让大班幼儿进行简单的体力劳动，甚至用劳动来惩罚幼儿。惩罚在幼

儿园是绝对禁止的，这不仅会伤害幼儿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幼儿出现排斥心理，违背了劳动教育的初

心。还有的教师认为劳动教育不具有教育意义，在幼儿园中幼儿不必参与劳动活动，于是劳动教育在幼

儿园的实施缺乏一定的可行性。 

3.3.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活动实施不完善 

劳动教育活动的实施应灵活多样又有趣味性，且要渗透在幼儿园活动的每个角落，这才符合大班幼

儿好奇心强、好学好问的特点。幼儿园主要组织大班幼儿参与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活动，基本没有组织

复杂的脑力劳动，且多侧重于大班幼儿劳动技能的获得和劳动习惯的形成，让幼儿每天机械地重复相同

的劳动。事实上，劳动教育具有丰富的内涵，其目的除了培养劳动习惯，还涉及劳动情感、劳动思维、

劳动态度、劳动观念等方面[5]。实际上大部分针对幼儿的教育工作都仅仅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

劳动情感和劳动态度只有教师对幼儿进行评价时才有所涉及，这反映了幼儿园的劳动教育活动内容实施

不全面的事实，只停留在教会幼儿怎样学会劳动，严重地忽视了幼儿对劳动的态度和情感。 
 
Table 2. Reasons for poor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表 2. 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开展欠佳的原因 

题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您认为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开展欠佳的原因 

学校不重视 62 51.24% 

家长不配合 54 44.63% 

教学活动太多 2 1.65% 
 

由表 2 (已省略不适用的选项)可以看出幼儿园劳动教育活动开展欠佳主要原因首先是幼儿园的不重

视，其次是一部分幼儿教师表示活动过多，没有足够的时间，教师不能在一日生活中抓住劳动教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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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开展活动，还有一部分教师表示大部分家长对劳动教育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家长们都格外重视幼

儿的智力发展，幼儿的假期基本都被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占据。最后，家长们认为幼儿的年龄过小，劳

动能力差，害怕幼儿受伤，所以父母会把幼儿的事都包揽到自己的身上，以至于幼儿丧失了自我照顾的

能力。 

3.4.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评价方式不丰富 

教学评价使教师及时改进教学过程中的不足，通过评价的激励作用督促幼儿不断进步提高。在实际

中大多数教师过于关注幼儿的劳动结果，仅对幼儿的劳动成果作出评价，从而缺少对幼儿在劳动教育活

动中合作和坚持的良好品质作出评价，没有关注幼儿劳动能力是否提升，忽略了幼儿在劳动过程中的情

绪情感体验和专注度，以及幼儿在劳动过程中内在的发展等，这种评价方式也违背了幼儿园劳动教育的

初衷。 
 
Table 3. Teachers’ ways of encouraging and affirming children 
表 3. 教师对幼儿进行鼓励和肯定的方式 

题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您是怎样对幼儿劳动进行鼓励和肯定的 

物质奖励 61 50.41% 

口头奖励 57 47.11% 

无 3 2.48% 
 

评价包括多种方式，有教师评价、幼儿自评、家长评价等。然而在实际中教师选择评价方式以教师

自评为主，由表 3 中可看出教师对大班幼儿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评价会使用口头表扬和物质奖励这两

种方式，教师大多通过给予幼儿小贴纸的方式来奖励幼儿，并且引导幼儿利用贴纸的数量进行比赛，这

样的评价方式也并不十分公平，教师的评价标准不统一，要求时高时低，导致大班幼儿为了奖励而进行

劳动活动，这改变了大班幼儿的劳动动机，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劳动观念。 

4. 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的优化策略 

劳动教育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有力的支持，教师能够依据正确的理论指导来改善自己的劳动活动，大

班幼儿获得更好的发展，感悟美好生活的本意。反观当下劳动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属于薄弱环节，因此

需要进一步优化提高其质量。根据上述提出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4.1. 明确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教学目标 

幼儿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为将来的成人劳动做准备”，而是经由劳动教育萌发幼儿强烈的劳

动情感[6]。幼儿园教育目标的制定要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征和本园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还要符合我国

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教育目标的制定不能一味地只追求在短时间内幼儿能达到要求，还要考虑幼儿的

长期发展，注重幼儿劳动情感和劳动素养等的发展，这都比短期内习得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重要。劳动

教育目标的制定要能够促进大班幼儿的全面发展，教师要清楚地知道一个主题活动需要大班幼儿从中获

得哪些发展，根据具体的内容制定具体的目标。 
教育目标还要有可操作性，目标是否能够实施是幼儿知识和技能能否得到发展的关键。部分教师由

于其专业素养的缺乏，不能很好地了解幼儿，制定的目标过于空泛笼统和含糊不清，在活动中难以实施，

因此不能准确地评判幼儿在此次活动中的表现。教师需要提前对活动进行预设，根据幼儿的认知结构和能

力水平判断该目标是否可行。教师制定目标要从三维目标出发，不能只注重知识和技能目标，还要根据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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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认知需要，制定符合大班幼儿年龄特点的情感目标，让大班幼儿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4.2. 优化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教学内容 

为使幼儿的劳动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需要选择与维果斯基所说的“最近发展区”相适应的劳动教

育，劳动教育的内容既要在其现有发展区内进行，还要使幼儿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或在成人的帮助下达到。

劳动教育的内容应从大班幼儿的身心发展特征入手，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具有不同的特征，随着年

龄的增加和技能的发展，劳动教育的难度也会随之变化，即使是在同一班级不同层次的幼儿也应有不同

的要求。 
由于年龄及身体发育的原因，大班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已经得到足够的发展，因此，大班劳动教育

主要是培养幼儿为集体服务的精神，劳动教育内容的选择要从日常生活出发，比如值日生活动、植树节

活动等。游戏是幼儿身心发展的最佳途径，并且渗透在五大领域中，培养大班幼儿良好的劳动习惯，所

以在对大班幼儿进行劳动教育时仍然要把劳动教育的内容以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逐步培养大班幼儿对

集体劳动的热爱，对幼儿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劳动。幼儿教师应该让学生感受到劳动的乐趣，但是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一定要正确区分劳动和游戏的关系，要让学生感受到劳动的辛苦，通过劳动获得一

种成就感，从而对劳动充满尊敬[7]。 

4.3. 完善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教学活动 

在幼儿园中游戏是一种常见的活动方式，通过游戏进行劳动教育，可以极大地激发大班幼儿的劳动

积极性，但是教师不能将游戏视为无所不能的工具，应充分发挥主题、区域活动等。教师可以根据特定

的主题进行相关的活动，从而使大班幼儿在劳动知识、情感和技能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既可以根据不

同的年龄，也可以根据节日、纪念日等组织各种主题教育和不同类型的区角活动，这不仅可以提高大班

幼儿的交际和协作能力，并使其获得基本的劳动技能。游戏活动也是实践路径之一，幼儿园教师可以在

园内创设不同场景，引导幼儿进行模拟劳动的各种游戏[8]。比如：通过角色扮演也能了解到劳动人民的

艰辛，在种植饲养活动中懂得关心爱护动植物。 
幼儿园要积极地从多方向、多角度与家庭、社区沟通和交流。及时与家长共享幼儿在幼儿园所习得

的劳动教育知识和技能，社区活动是幼儿园劳动教育的丰富课程资源，社区资源为幼儿园提供了很多劳

动教育的便利，充分利用家长和社区的教育资源，为幼儿劳动教育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幼儿园中开展的

一些劳动教育活动，教师可以邀请家长共同参与，利用家长资源向幼儿普及劳动教育的知识。 

4.4. 丰富幼儿园大班劳动教育教学评价 

过程性评价是对幼儿劳动行为进行评价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其进行评价，才能激发其积极

性。教师应意识到对大班幼儿劳动教育的评价不是仅对大班幼儿劳动的成果进行评析，而是要体现在劳

动态度是否良好、劳动价值观是否正确上面，更多地注重大班幼儿自身的发展，而能力则是其次，因此

教师要逐渐从以终结性评价为主过渡到过程性评价。并且教师的评估应当综合化、多元化，能够区分出

大班幼儿的活动行为是否具有功利性和自发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激励措施，通过奖励来指导幼儿获得

劳动成就感，而非单纯地追求物质奖励，如果大班幼儿仅仅为了得到物质奖励而从事劳动，这将对大班

幼儿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教师要以口头表扬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教师可以应

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促使幼儿了解自身劳动情况，自觉查漏补缺，由此不断地完善自我，实现劳动教

育价值，驱动幼儿有效发展[9]。 
除此之外，适当的批评也是可以存在的，比如在手工活动中浪费材料、故意使用剪刀伤害他人时，

教师要及时制止并加以批评，让大班幼儿认识到其中的危险，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教育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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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对待劳动，这能够逐渐帮助大班幼儿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 
总而言之，劳动教育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不断努力、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劳动教育

的发展不仅需要教师一方面的努力，还需要家长、幼儿园的多方共同努力。劳动教育从幼儿的日常生活

做起，教师和家长应放手让幼儿去感受，从而使劳动兴趣逐渐被激发，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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