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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

在2022年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提出要培养学生劳

动核心素养——劳动素养。“劳动素养”这一培养目标引

发教育者的深思，当前在学前教育领域，培养发展幼儿

劳动素养还提及较少，对幼儿劳动教育达成效果的衡量

标准多以劳动课程里所涉及的发展目标为考量，对劳动

素养的考察具有局限性、主观性和缺乏系统性。本研究

基于儿童视角，以幼儿为主体，去找到目前尚存在的幼

儿劳动素养问题，以此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善提升，

切实有效地培养幼儿劳动素养。

本文所述劳动素养源自《课标》，劳动素养主要包括

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与品质、劳动精神。本

研究围绕这四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分析。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以武汉市Y园大班幼儿共30名幼儿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孩20名，女孩10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马赛克研究方法，基于儿童视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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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劳动素养现状，研究方式包括绘画、访谈、图片排

序、采访、投票活动。将研究的结果采用SPSS22.0和

Nvivo12软件工具进行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

据分析。

三、研究分析与结论

（一）幼儿的劳动观念多为正向积极

1.幼儿对劳动内涵的理解是多维度

关于“什么是劳动？”这个问题，30名研究对象中，

有2名幼儿回答不知道，对访谈内容进行自由编码，共

得到40个自由节点，8个树状节点，4个核心节点。具体

见表1：

表1　幼儿对劳动内涵理解的各节点数

核心节点 参考点数 树状节点 参考点数

劳动内容 15

当值日生 2

干农活 6

家庭劳动 7

劳动价值 1 为社会做贡献 1

劳动属性 23

帮别人做事 19

帮自己做事 2

做事情 2

劳动性质 1 不是游戏 1

合计 40 40

幼儿从劳动内容方面来理解劳动是当值日生、干农

活、家庭劳动；从劳动价值和性质理解劳动就是要为社

会做贡献，劳动不是游戏；从劳动属性理解劳动是做事

情。多数幼儿能够明确劳动就是做事情这一重要属性。

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劳动素养现状调查与启示
——以武汉市Y幼儿园大班幼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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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教育是“五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要求培养全面的人，劳动教育必须得到重视，劳动素养是劳

动教育的核心点，基于儿童视角，以幼儿为主体，本文采取马赛克方法研究幼儿的劳动素养现状，通过量化和质性

分析得出目前幼儿劳动素养现状为幼儿的劳动观念多为正向积极；幼儿的劳动能力呈现出性别差异；幼儿的劳动习

惯与品质呈现较好态势；幼儿的劳动精神初步形成。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四个方面的教育启示：第一，树立正确的

劳动认知，正面培养幼儿劳动观念；第二；提供多样化的劳动体验，多方面提升幼儿劳动能力；第三，发挥教师的

教育功能，助力幼儿劳动习惯与品质的养成；第四，通过持续性劳动实践活动，培养积极向上的劳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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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喜爱劳动程度高，劳动喜好呈现出性别差异

表2　t检验分析结果

性别（平均值±标准差）
t p

女（n=10） 男（n=20）

叠被子 4.90±1.91 4.15±2.35 0.874 0.390

打餐 5.50±1.96 3.85±2.08 2.084 0.046*

做手工 5.20±1.40 5.40±1.54 -0.346 0.732

扫地 3.40±1.51 3.20±1.40 0.360 0.722

擦椅子 2.50±1.08 2.70±1.30 -0.418 0.679

家庭劳动 3.30±2.36 3.55±1.67 -0.336 0.739

挖土种植 3.20±1.87 5.15±2.16 -2.431 0.02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在劳动喜好排序中，调查结果（从高到低）为：手

工劳动、种植劳动、自我服务劳动/他人服务劳动。其中

性别在打餐和挖土种植上呈现出显著性影响，女孩比男

孩更喜欢打餐活动，男孩比女孩更喜欢挖土种植。

3.幼儿的劳动动机多为内部动机

我们询问幼儿“你为什么要劳动？”这一问题，对

幼儿的访谈内容进行自由编码，共得到33个自由节点，

7个树状节点，2个核心节点。具体见表3。

表3　幼儿劳动动机各节点数

核心节点 参考点数 树状节点 参考点数

外部动机 13

美化环境 4

获得物质奖励和夸奖 5

帮助他人 4

内部动机 20

喜欢劳动 4

实现自我发展 5

好玩 6

爱的表达 5

合计 33 33

大多数幼儿劳动的动机源发为内部动机，尤其是

“有趣好玩”，是引发幼儿不断地劳动的动力，其次为幼

儿的情感表达需求，还有期望实现自我发展的动机引发

幼儿参与劳动。适当的外部刺激，也能有效引发幼儿的

劳动行为，如奖励、表扬。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相结合

的作用下，更有持续不断地激发幼儿劳动的欲望。

4.幼儿认为劳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我们询问幼儿“劳动有什么用？”这一问题，对幼

儿访谈内容进行自由编码，共得到35个自由节点，8个

树状节点，4个核心节点。具体见表4。

表4　幼儿劳动价值各节点数

核心节点 参考点数 树状节点 参考点数

自我发展价值 9

照顾自己 2

有事做 2

实现理想 5

社会价值 19
干净整洁 7

帮助人 12

情感价值 2 开心 2

经济和夸奖价值 5
赚钱 3

得到夸奖 2

合计 35 35

幼儿认为劳动主要有社会价值、自我发展价值、经

济和夸奖价值、情感价值，其中社会价值是幼儿提及最

多的，帮助他人也会让幼儿产生愉快开心的情感价值，

从个体角度出发，劳动能够让自己实现理想，具有自我

发展价值。

（二）幼儿的劳动能力呈现出性别差异

表5　t检验分析结果

性别（平均值±标准差）
t p

女（n=25） 男（n=27）

劳动能力 2.84±0.37 2.33±0.68 3.363 0.002**

性别对于劳动能力呈现出显著性影响，女孩的劳动

能力是高于男孩的，有些精细的劳动，女孩会比男孩做

得更好，且女孩也会更有耐心。幼儿认识的劳动工具种

类有四类，认识最多的是手工具，从会使用率来看，会

使用农具的使用率最高，智能工具会使用率最低。

（三）幼儿的劳动习惯与品质呈现较好态势

幼儿在劳动安全方面具有较强的保护意识，多数幼

儿能够在劳动中认真负责且有较积极的情感体验，少数

幼儿觉得劳动非常累。幼儿喜欢团结协作劳动，尤其是

非常喜欢与父母长辈一起劳动，但幼儿较少提及教师，

这也许值得教师认真反思自己，如何发挥教师主体在幼

儿劳动教育中的作用。幼儿在劳动过程中懂得劳动安全，

能合作分工、能坚持不懈、有责任担当，乃是幼儿有良

好劳动习惯与品质的重要体现。

（四）幼儿的劳动精神初步形成

幼儿的劳动精神初步体现在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

幼儿能够在劳动中遇到问题可以勇于克服，不畏艰难险

阻，懂得劳动不仅利己，更为重要是奉献，帮助保护他

人、保护社会、保护国家。劳动精神是渗透在幼儿劳动

素养养成的全过程中，培养幼儿具有勤俭、奋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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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的劳动精神还需要不断地深化与持续培养。

四、研究启示

基于儿童视角研究幼儿劳动素养，发现当前幼儿的

劳动素养还有待进一步培养提高，尤其是对幼儿劳动习

惯品质和劳动精神的培养，现提出启示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劳动认知，正面培养幼儿劳动观念

首先，教育幼儿劳动的重要性，通过讲故事、观察

身边劳动者等方式，让他们明白劳动是一种价值和责任，

而不仅仅是一种任务。其次，积极调动幼儿的劳动兴趣，

因材施教，根据不同性别、不同能力的幼儿开展不同难

度的劳动，例如：大班幼儿开展“我最棒”的自我服务

劳动比拼，将一些简单的劳动，通过游戏竞赛的形式，

提升劳动的趣味性。最后，注重激发幼儿劳动的内部动

机，同时结合外部奖励刺激，例如：给予奖状、称赞或

小奖品等。

（二）提供多样化的劳动体验，多方面提升幼儿劳动

能力

第一，给幼儿提供各种各样的劳动体验，通过亲身

参与劳动，他们可以学习到技能和知识，培养他们的动

手能力和创造力。第二，针对男生劳动能力不足的情况，

教师需制定相关劳动活动方案，例如，给幼儿男生提供

一些成功的劳动者作为榜样，让他们学习和模仿优秀的

劳动者的品质和行为。第三，加强幼儿对智能工具的认

识与使用，教师可以开展以“智能工具”为主题的项目

式活动，使幼儿获得知识经验，学习正确使用方法，学

会如何保护自己。

（三）发挥教师的教育功能，助力幼儿劳动习惯与品

质的养成

第一，教师应转变劳动观念。教师需通过理论学习，

理解幼儿劳动教育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能够在幼

儿教育中注重劳动教育的渗透。第二，教师需做好榜样

示范，积极与幼儿共情劳动情感。第三，教师做好幼儿

劳动素养评价工作。结合《课标》，教师可尝试制定幼儿

劳动素养评价标准。

（四）通过持续性劳动实践活动，培养积极向上的劳

动精神

对幼儿劳动精神的培养是贯穿整个劳动教育中，劳

动精神渗透在幼儿劳动的方方面面，例如，我们在开展

“我是小小值日生”项目活动中，值日生活动持续时长

为期一个学期，在这其中幼儿可能会遇到劳动工具不会

使用，那我们可以通过赞扬和表扬来鼓励幼儿遇到困难

不要害怕，帮助幼儿建立对劳动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习

得不怕吃苦，积极努力的劳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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