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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融合实践探究
福建省邵武市水北幼儿园  张 晗

摘   要：劳动教育是实现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幼儿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当前，“五
育”理念得到深入落实，并对幼儿园劳动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教师依托劳动教育优势，将劳动教育与幼儿园
课程深度融合，完善劳动教育教学课程体系，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就以幼儿园课程中的劳动教育
为立足点，针对幼儿园课程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策略进行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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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指

出，劳动教育对人才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关于大

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中也明

确指出，需要构建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机制，全方

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助推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以及身心健康成长。可见劳动教育已经成为幼儿

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幼儿教师要积极响应号召，不

断优化劳动教育模式，逐步将劳动教育引入幼儿园

课程中，并解决劳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一、劳动教育概述

幼儿园劳动教育主要是通过引导幼儿参与活

动，达到服务他人与自己的目的，本质上是助推幼

儿主动、积极与周围世界进行互动的教育教学过程。

在劳动教育中，教师需要从幼儿、社会实际情况出

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在幼儿园内引导幼儿进行各

项活动，包括集体服务、自我服务、饲养、种植等

简单的劳动，帮助幼儿形成良好劳动意识和态度，

培养幼儿劳动素养以及劳动价值观 [1]。

二、幼儿劳动教育在幼儿园课程中融合的意义

（一）实现“五育并举”教育目标

现阶段，虽然大部分政策方针都是对大中小学

提出了清晰明确的劳动教育要求，并未对幼儿阶段

教育做出具体要求，但是幼儿教育阶段是幼儿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启蒙时期，是幼儿良好

社会认知能力、劳动行为意识形成的主要阶段，也

是保证幼儿劳动操作意识、劳动精神不断增强的重

要时期 [2]。幼儿德智体美劳“五育”培养目标的实

现也依赖于劳动教育的组织和开展。因此，幼儿园

教育教学时期，需要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征，科学

合理地设计、选择与管理劳动课程，让劳动教育与

大中小学等不同教育阶段的“五育并举”育人目标

保持衔接性和一致性。

（二）促使幼儿将课程资源转换成为经验

依据幼儿相关教育教学理念，在幼儿逐步将课

程资源内化为劳动经验这一时期，教师把幼儿园内

部各类课程资源当作最核心、最主要的载体，包括

常见的文化、物质、社会等资源，通过对课程资源

展开深入、系统化开发，组织实施劳动教育教学，

可以让幼儿积累更多、更加充实的劳动经验。同时，

教师通过对课程资源进行适当整合管理以及梳理分

析，积极引导幼儿依托不同资源进行深度、有创造

性和系统化的劳动探索，可以让幼儿将各类理论知

识以及课程资源转变成为劳动能力和劳动经验，促

使幼儿在劳动自主探究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最终

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持续提升劳动水平 [3]。

（三）引导幼儿在体验中成长

学前教育时期是幼儿形成良好习惯、心理品质

的核心时期，在这一阶段组织实施劳动教育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观察了解幼儿劳动能力以及劳动水平，

与幼儿展开交流，了解幼儿劳动时的内心情感体

验以及实际感受，通过劳动丰富幼儿精神世界，

让劳动成为幼儿重要的生活体验，确保幼儿可以

在实践劳动场景中实现心灵交融，在参与劳动活

动时从精神层面满足自身需求 [4]。同时，幼儿园劳

动教育与课程融合的意义在于支持幼儿成为自信、

快乐的探究者、劳动者，让其在探究与感知世界时

感悟生命的意义。

三、劳动教育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融合策略

在幼儿园课程与劳动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时期，

教师要依托现实生活中幼儿可以接触的劳动资源，

构建生态化、自然化的劳动场景，提升劳动实践活

动完善程度，确保幼儿能够充分依托劳动教育更好

地成长和发展。

（一）打造劳动空间，构建劳动教育实践场地

劳动教育核心以及重点就是体验和参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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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将实践贯彻于幼儿园各个不同阶段的课程教

育教学活动中，通过积极整合幼儿园内部较为有

限的空间资源，创建有针对性的生活劳动场所，

构建专属幼儿成长的课程实践教育教学基地，让

劳动教育发挥育人优势。生态化劳动空间并不是

单纯指户外种植区域，一方面，教师可以在室内

创设“劳动生产工作间”，如木头加工工作间、阅

读室、绘画室、蜡染工作间等，通过绘画课程、阅

读课程等引导幼儿在不同劳动空间中感受与体会不

同类型劳动的意义，获取更多的劳动知识，提升劳

动水平，逐步形成坚韧耐劳、不怕吃苦的精神 [5]。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创设室外饲养空间、种植空间

等，在饲养空间饲养各类小动物，包括小兔子、小

鱼等，引导幼儿在饲养空间内学会动物喂养技巧，

体验喂食动物的过程，感受生活和劳动之间的美好；

在种植空间为幼儿提供开展农业实践的机会，使幼

儿在教师引导下，可以结合季节进行浇水、播种、

除草以及采摘等各项劳动。幼儿园通过创设丰富多

彩的劳动空间，可以有效激活幼儿劳动意识能力，

在相应的劳动活动中学习，真正在“做”中学习，

在“学”中进步。

（二）引入劳动项目，增添课程教学趣味性

为保证课程资源可以转变成幼儿的劳动经验，

教师可以将劳动项目逐步引入幼儿园课程中，创设

一个开放式、生态化的劳动环境。结合这一环境，

教师要引导幼儿依托劳动项目以及任务组织实施探

究活动。在项目设计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劳动教

育需求，依托“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寻找－经验充

实—知识建构”的深度学习流程，创设集体性项目

活动，引导幼儿在活动中探究和解决问题，让幼儿

获取良好的劳动体验，逐步将课程资源转变成为自

身经验 [6]。例如，初春是紫叶李树发芽生长的时期，

幼儿对紫叶李树有着较高的兴趣，笔者于是结合幼

儿兴趣，提出问题：“什么是紫叶李树？”并创设

“紫叶李树大调查”劳动项目，该项目一共分为四

个阶段。第一阶段，认识紫叶李树。在幼儿园内为

幼儿讲解紫叶李树的形状以及颜色特征，并引导幼

儿回家与父母一起调查，做调查表，深入了解与分

析紫叶李树，扩展幼儿知识。第二阶段，观察紫叶

李树。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紫叶李树，发现紫叶李树

从最初发芽到成长结果这一阶段的改变，培养幼儿

的观察能力，让幼儿感受生命的奇妙。第三阶段则

为采摘阶段，在这一时期，可以引导幼儿交流合作，

讨论李子的采摘工具，并引导幼儿结合自身想法将

工具绘画出来。绘画完成后，可让幼儿选择篮子、

衣叉、梯子等尝试进行采摘，采摘过程可以极大地

锻炼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促使幼儿逐步将课堂资

源转变成为劳动经验。第四阶段则为收获阶段，通

过教师、幼儿和家长共同努力，采摘大量李子，并

引导幼儿将李子分享给教师、父母、兄弟姐妹，与

父母合作制作李子酱、李子味的冰激凌、冰糖李子

或者李子果汁等各种食物。在这一过程中，幼儿可

以充分体会到收获的喜悦，感受到劳动的乐趣。整

个劳动项目实施过程中，幼儿在问题的引导下，通

过观察、调查、分析、思考以及工具的选择使用等，

可以深入体验劳动活动，在劳动中锻炼自身的创造

能力、创新能力和劳动能力 [7]。

（三）应用生活资源，完善课程体系

劳动教育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互

相影响，相辅相成。为保证劳动教育深入开展，教

师可以从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两个层面出发，逐步

整合与收集日常生活中各种零散、常见的劳动任务，

形成目标精准明确、内容科学合理的劳动课程教学

体系，满足不同阶段幼儿的劳动教育需求。一是在

幼儿园内合理组织实施自我管理活动，引导幼儿从

整理衣服、收拾物品等各个环节开展自我管理活动，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教师可以结合“整理

小能手”这一主题，在班内创设劳动相应教育活动，

包括让小班幼儿整理自身的鞋袜、合理分类摆放餐

具、中班幼儿的劳动内容则涉及擦洗桌子、学做小

帮厨等、大班幼儿则要自主整理被子、整理体育器

材等。如此可以确保劳动教育密切联系幼儿生活，

确保劳动体验可以内化成为幼儿日常生活中的自觉

行为 [8]。二是结合区域或者我国农业文化资源，科

学合理地组织开展农耕课程，将亲近自然、热爱劳

动当作农耕课程教育目标，从幼儿劳动素养、经验

等几个方面出发，重点聚焦农业文化习俗体验、农

业生产等，设立符合幼儿需求的农耕劳动教育内容，

让幼儿劳动素养不断提升，体悟和领略农业文化的

魅力。例如，教师可以结合一年四季的变化，针对

劳动课程进行系统化管理，将劳动课程划分为春天

播种、夏天管理、秋天收获以及冬天享用几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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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并以此整合与设置农业劳作、农业器械、农

业工艺等各类核心课程，让幼儿在生活中体会与感

受自然节律、农耕文明等，从而促使幼儿形成良好

的劳动素养。

除了农业劳作，教师还可结合幼儿园资源合理

创设工艺劳动课程，将该类课程教育教学目标设定

为将幼儿培养成善于想象、勇于创造的小达人，进

而从创新、审美几个层面出发，在幼儿园内部创设

一系列劳动教育教学课程。例如，在尊重生命、热

爱自然的理念指导下，从纸艺、木艺、农艺、泥艺、

布艺、草艺几个方面出发创设劳动活动。针对泥艺

活动，教师可以利用各类自然泥沙材料，创设认知

泥、用泥、玩泥、创泥几个模块，引导幼儿在了解

泥沙成分同时，通过与泥沙展开深度互动，感受与

体会泥沙创作的乐趣，了解与感受泥文化的魅力。

在这一过程中，幼儿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感受

与体会劳动艺术以及劳动趣味性，发现生活的美。

（四）促进家园协作，形成统一教育意识

教育活动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在教育过程

中，教师要以幼儿真实生活体验为主线，将幼儿的

生活融入幼儿教育，让劳动活动进入幼儿生活。对

此，幼儿园可以与幼儿家长合作，与家长达成一致

的劳动教育观念，引导幼儿主动、深入地参与到劳

动中，感受劳动，进而热爱劳动。一是幼儿园可以

全面围绕幼儿脱衣、穿衣、擦手、洗手、系鞋带、

整理书包、整理床铺、整理玩具和学习工具等日常

生活内容开展劳动教育，结合小班、中班和大班幼

儿特征创设要求不一、难度不同的劳动活动，进而

让幼儿在生活中形成良好的自理能力。二是幼儿教

师可以主动与幼儿家长沟通，支持和引导家长在家

庭中配合教师展开劳动教育，提高幼儿劳动能力和

意识，保障劳动教学成果。例如，引导家长鼓励幼

儿在家中自己整理衣柜、床铺，帮助爸爸妈妈做家

务、做甜点等。三是教师可以结合幼儿年龄特征和

兴趣，围绕服务性劳动教育这一主题，引导幼儿全

面参与到班级管理活动中，如成为小小志愿者、班

级值日生等，培养幼儿的荣誉感和集体责任感。同

时，教师可以结合幼儿园一日活动，引导家长了解

幼儿的优秀表现，鼓励家长带领幼儿参与到社会服

务中，如引导幼儿当宣传员、秩序员等，让幼儿体

验和感受劳动的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阶段，结合“五育”教学

需求实施劳动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幼儿劳动能力以

及劳动素养，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树立

劳动意识，助推幼儿全面发展。因此，教师要重

点关注劳动教育，依托幼儿园劳动教育教学特征

需求，组织实施系统化劳动教育，打造劳动空间，

构建劳动教育实践场地；引入劳动项目，增添课

程教学趣味性；应用生活资源，完善课程体系；促

进家园协作，形成统一教育意识。以此让劳动教育

与幼儿园课程深度融合，为幼儿创造一个良好的劳

动空间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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