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日生活皆教育，培养劳动意识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的理

念，一日生活的每个环节都蕴含着教育契机。虽然各
个环节有时间限制，劳动教育机会并不多，但教师可
以将教育的方法策略渗透在一日生活中，潜移默化地
改善孩子们目前“懒惰不自知”的现状。

1.学习——以大带小，亲身体验
章水“留守儿童”居多，父母在外工作，而祖辈

教育方式便是“包办代替”，有时还会要求老师和他
们结成统一战线。为此，刚入园的孩子，面对简单的
劳动，竟表现出不知所措、手忙脚乱的现象！为培养
幼儿自我服务意识，我们采用了以大带小、榜样式
学习的形式。

如：午睡起床，孩子们不肯学习穿衣穿鞋，却坐等
老师帮助，为改变这一现状，便带领孩子们前去参观
大班孩子的起床时刻，当她们看到哥哥姐姐自己穿戴
整齐，佩服感油然而生。次日邀请大班孩子帮忙给弟
弟妹妹穿衣穿鞋，整理床铺。小班孩子感受到大班孩
子劳动成果后的喜悦，初步产生了劳动意识，也会激
发其动手欲望。

2.随机——细心观察，时时教育
“时时是教育之时，事事是教育之事。”在一日生

活中，老师应该掌握的一项技能是随机教育。这也是
劳动教育之源。如在区域活动中，看到一些孩子整理
积木时总是随意摆放，教师便请幼儿讨论此种行为的
好坏，应如何整理等。最后，将讨论结果呈现在“区域
公约”中，让幼儿明白整理的重要性。同时，班内也创

设了一面留白墙（随机教育板块——“今天，你的表现
好吗？”）将教师发现的随机教育现象制作成图片粘
贴，进行前后对比。

3.坚持——科学奖励，浅获成就
俗话说：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自我服务能力

的培养和劳动意识的养成也有一个周期，坚持显
得尤为重要。首先，老师心中要有培养目标，清楚
了解每天侧重培养孩子哪方面的劳动技能，并不
断提醒和激励每位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
于每天有点滴进步的孩子给予表扬，建立科学奖
励规则。

4.监督——建立机制，遵章守序
建立“小组长”监督机制。从幼儿中选出自理能力

及自律能力均较好的几名幼儿作为“小组长”来分担
教师的工作，让他们对其他幼儿的行为进行监督。如
活动结束后，督促大家共同整理活动区域，材料及时
放回原位；提醒同伴在开始游戏前，仔细阅读游戏流
程图、遵章守序，游戏结束主动收拾区域，爱惜自己的
劳动成果等。

二、“自然农场”勤耕耘，培养劳动技能
章水镇中心幼儿园后山旁有块空地，小朋友们都

亲切地叫它“自然农场”。
在农场里，每班有专属的一块自留地，孩子们可

以在这里种上一些植物，如：玉米、土豆、蚕豆等。比起
在教室，他们更喜欢社会这个大课堂。

1.每周一“课”，勤劳耕耘
别看小班小朋友劳动能力比较弱，可他们却对这

一亩三分地情有独钟。为此，我们将每周二定为“劳动
日”，带幼儿到“自然农场”劳动一次：拔草、捉虫、浇
水、施肥，稚嫩的小手为植物注入鲜活生命。幼儿在此
过程中知识面开拓了，认识了很多种子和植物，同时
也在拔草、浇水、施肥过程中了解了植物的基本生长
规律，并体验了劳动的辛苦与自足。

2.抽空一“玩”，劳逸结合
有时为了增加劳动趣味性，我们还会进行一系列

的游戏。例如：小一班的幼儿去田里给土豆宝宝做护
理。老师将幼儿分成三队：浇水战队、施肥战队、除草
战队。每一位孩子牢记职务，努力地给土豆做护理，助
它更快长大。同时，让孩子们用稚嫩画笔记录属于他
们的“自然日记”中，并将其带回家，利用亲子时光来
记录田间的那些劳动趣事。

3.结束一“整”，细节体现
每次活动结束，教师会引导孩子整理农作工具，

到了小班第二学期，他们已经学会了很多本领。如：
活动结束回园后，会清洗自己的劳动鞋，会整理和
摆放劳动工具，太阳猛烈时会主动穿上防晒服、戴
上遮阳帽等。而且，这些细小的行为完全不需要老
师提醒，大部分孩子能自觉做好每次种植活动回来
后的各项工作。

从小培养幼儿爱劳动的习惯，对于幼儿独立人格
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为以后的习惯养成打下基础的
同时，也为幼儿园教师减轻工作量。教师应大胆放手
让孩子去做力所能力的事，只有当他们真正养成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的习惯后，
才能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劳”有所益，幼有所长
——小班幼儿劳动教育策略谈

海曙区章水镇中心幼儿园 陈文文
当今社会，3岁左右的幼儿沉溺在父母祖辈的爱护中，“非常6+1”的模式让刚来园的幼儿手足无措，他们不知如何穿脱衣裤、整理

玩具，就连上厕所也需老师帮忙。在目前“包办式”家庭教育中，“重智力发展、轻劳动教育”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样的教育正不断腐蚀孩
子们“想动手”的欲望，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在此背景下，为了增强其独立生活能力，小班开展劳动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
1.科技活动
在校园内开辟学农场所，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种植

养殖实验基地建设，涌现出一批内容有特色的品牌基
地。基地内分为种植区和养殖区：种植区有花卉栽培，
养殖区主要有四大家鱼的养殖。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养殖、种植的研究，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动物和植物
的生长与繁殖，探究植物的栽培技术和动物的养殖方
法。学校利用这一平台，有计划地开展植物的繁殖（扦
插、嫁接、分根）、修剪、除草、松土、施肥等科研活动，
既激发了学生的劳动热情，同时又促进了学生技术素
养的形成，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使命感，受到了广大师
生喜爱。

2.家庭劳动
在家庭生活中学会洗涤、烹饪和常用家电的维护

使用，这是每个学生必须学会的一些基本生活技能，
但实际生活中，很多学生不会洗衣做菜的人很多，因
此，加强一些基本的家务劳动非常及时和必要。我校
进行了一些烹饪知识和常用家电的使用与维护的讲
座和培训，并进行一些实际的操作比赛，让学生掌握
生活中的一些必备基础知识和基本生存技能。

3.公益互助活动
“相互缺乏关爱以自我为中心”是现在这些孩子

的主要特点，要改变这些现象，除思想教育外，还应让
孩子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在活动中体认自身
的价值、体悟担当，培养社会责任感。

公益劳动包括多种工农业生产劳动和各种服务
性劳动，如参加植树造林、社区服务、帮助烈军属和
孤寡老人等。我校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选择一些学
生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如“我当镇海名人故居宣
讲员”“我为敬老院送温暖”等，让学生在公益活动
中体认、体验、体悟，从而改变自我，提升自我，超越
自我。

4.开展各种科技制作活动
劳动教育应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建立以学校、社

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模式多样、机制健全的劳动教育
体系，让劳动教育成为中小学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和
立德树人的新载体。

学校有水动力车的制作活动小组：在相同水的
情况下比谁的车行得远；桥梁的制作活动小组：在
桥梁不超过22克情况下比谁的承受力大；冲浪纸飞
机的制作小组：在相同距离情况下比谁的用时少；
风火轮的制作小组：在相同距离情况下比谁的用时
长；电子制作小组的制作也丰富多彩：有电子门铃
的制作，有电子鸟的制作，有收音机的制作，丰富多
彩的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生活热情和对科学
知识的探索欲望。

校园里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也丰
富了学生劳动教育的内容。

二、立德重劳弘扬劳模精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教育具有示范、激励、

导向和自律等多种功能，在学生思想教育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也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因此我
们要大力宣传大国工匠和劳模精神，培育劳动情怀，
弘扬工匠精神。

多年来，学校坚持举办“先进劳模演讲会”“大国
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在学校网、橱窗等宣传栏推送劳
模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学
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劳动模范、感受劳模精神、聆听
劳模故事、分享工匠情怀，引导师生学习劳动模范和
大国工匠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敬业精神，并逐渐沉
淀为特色校园文化。

在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这个道理正在潜移默化中走进学生
的内心。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深切感受到劳模精
神在文化传承、爱国情怀、道德提升、教育导向等方
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
致性，学校可通过信念引领、故事分享、日常示范机制
等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
观，涵养深厚的劳动情怀，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准确把握学生的
思想动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学校在开展德育工作时，将劳动意识、
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等道德品行的养成，作为德育的
重要内容，积极探索符合学生实际的教育教学方法与
内容，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劳动技能、积累劳动经验、
提升实际操作能力，塑造职业素养和道德品质，并真
正懂得感恩，学会关爱和珍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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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劳动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

当前中小学最大的弊端，就是被卷进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劳动教育也常被扭曲，只是作为惩罚的手段。这种所谓的
“劳动教育”，往往使学生错误地把劳动视为“劳动改造”，对劳动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甚至鄙视、厌恶。

那么，如何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笔者以自己所在学校为例，梳理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的做法、心得。

镇海区古塘初级中学 刘富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