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劳动教育的重

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提出了新目标、新

要求。《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

面，尤其指出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

用，劳动教育应成为家庭教育重要内容，家长要为

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结合我国家庭劳动教

育实际问题对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进行

深入剖析，以期为解决我国当前家庭劳动教育缺位

问题提供思路。

一、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

（一）劳动教育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和谐全面发展、富有教养、精神丰

富、道德纯洁等所有这一切，只有当他不仅在智育、

德育、美育和体育素养上，而且在劳动素养、劳动创

造素养上提升至较高阶段时，才能实现”[2]361。苏霍

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不仅是学校任务，更是家

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

1. 以劳树德

劳动可促进孩子道德知情意行的形成与发

展。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如果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

劳动确立崇高的思想，那他就会成为一个自豪、刚

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能成为脚踏实地而不哗众取

宠的社会活动家，他少年时代在道德上就日趋成熟

了[3]192。

2. 以劳增智

儿童的智慧出在他的手指头上。苏霍姆林斯

基曾高度赞扬人的双手：人的手可做出几十亿的动

作，它是人类意识的伟大培育者，是人类智慧的创

造者，双手灵巧并热爱劳动的孩子，形成着明晰好

钻研的头脑[3]95。但这里并不指任何一项劳动，它是

“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这与我国著名教育家陶

行知先生的创造教育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劳

力上劳心”，手脑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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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劳促美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

的统一，热爱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美，“站在拖拉机旁

边的拖拉机手，站在心爱果树下的园丁。学者、诗

人、艺术家、工人，当他们的智慧充满着灵感，被创

造性劳动的光芒照亮着的时候，内心精神的美使得

他们面部容光焕发，同时劳动还塑造着他们的形体

美”[4]。马克思也说，人类的审美感受产生于劳动，

是劳动创造了美。

4. 以劳强体

劳动是增强体质的重要手段。在帕夫雷什中

学任教期间，苏霍姆林斯基要求学生从入校那一刻

起便参与体力劳动，他认为体力劳动对于培养人的

完美体魄所起的作用毫不逊色于运动。“在许多劳

动过程中，人体在其中的协调优美动作可以同体操

相媲美，例如砌墙，整个学期从事这项劳动的学生

都显示出一些共同特点：身体发育良好，体型美观，

体态端庄，体魄强壮”[2]174。

（二）劳动教育的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将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

动，历经帕夫雷什中学33年的教育实践，他总结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劳动教育指导方法。一是自我服

务：要求孩子从小自己动手满足个人需要，养成劳

动习惯，关注美是自我服务的开始，美化生活是自

我服务的升华。二是树立榜样：要求教师、家长等

年长者以优秀的劳动素养（整个劳动精神生活以及

精巧的劳动技艺）为孩子树立颇具吸引力的劳动榜

样。三是复习劳动：复习性质取决于劳动目的，几

年之内重复一种劳动，能熟练技巧并超越新技能以

达到创造目的、审美目的以及社会目的。四是集体

劳动：在集体劳动中，孩子会给自己设立新目标，形

成一种良好劳动氛围并促进其积极完成劳动任务，

而劳动经验的获得又加深孩子积极的劳动情感。

在此基础上，苏霍姆林斯基强调父母把青少年

的劳动纳入家庭经济物质生活，这对于家庭与学校

的劳动教育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若非如此，

学校或者家庭的任何教育妙计都将毫无结果。

（三）劳动教育的原则

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涉及

了十二大劳动教育原则。具体包括劳动教育与德

智体美相结合的全面发展原则；注意劳动中个性的

发展与显露；劳动的道德性与公益目的性；让孩子

尽早参与劳动；劳动形式多样化；劳动的经常性与

连续性；孩子参与的劳动应尽量与成年人生产劳动

有共同因素；多参与手脑并用的劳动；劳动内容的

连贯性；生产劳动的普遍性；劳动活动的量力性；劳

动须同多方面精神活动相结合的原则。

除此之外，苏霍姆林斯基还提出了脑力劳动与

体力劳动结合交替，孩子有自由空间选择感兴趣的

劳动项目等劳动制度。劳动教育的成功，不仅需要

确定劳动物质基础、遵循劳动教育原则还需要匹配

合理的劳动教育形式与方法。

二、当前我国家庭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

家庭劳动教育隶属于劳动教育范畴，是指父母

或其他年长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劳动教

育，通过传授劳动知识以及劳动技能，让孩子参与

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实践等，从而帮助孩子树立积

极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养成劳动习惯，并

成为有独立生存能力兼具责任感的社会人[5]。但由

于社会和家庭的诸多原因，新时代家庭劳动教育的

独特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家庭劳动教育正在

被弱化、淡化。

（一）家长责任定位有误，与学校合作不足

目前我国中小学已有的劳动教育课程丰富多

彩，例如浙江金华的STEM课程、创客教育等创新能

力课程[6]；山东寿光的传统美食制作、剪纸、陶艺等

手工课[7]；四川南充的植树、拔草、栽种、戽水等农耕

体验课程[8]。这些劳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劳动

教育具有吸引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存在一个

共同问题——缺少家长陪同参与，这对于孩子劳动

兴趣的维持效果甚微。不少家长认为一切教育都

应是教师的责任，他们过分依赖学校，造成了他们

对家庭劳动教育责任的认知偏差，使得家庭劳动教

育严重缺位。父母作为家庭教育主导者，与学校教

师沟通较少，导致他们无法根据学校劳动课程给孩

子进一步安排劳动任务，同时，学校劳动教育的熏

陶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使得学校和家庭劳动教育

效果双双削弱。

（二）应试教育观念固化，家长劳动教育意识薄弱

目前我国仍未找到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者

之间的一个平衡点。《论语·子张》中子夏提出的“学

而优则仕”，被后世演变为“读书做官论”，其所蕴含

的功利主义思想和片面成材观影响至今，使得“应

试”成为教育的首要目的。虽《意见》指出学校必须

设置劳动必修课和劳动周，要求开展生产性劳动和

服务劳动，将学生劳动素养纳入升学就业考核标

准。但劳动教育的评价指标、评价方式、结果所占比

例等依然尚未明确，且目前我国并不是所有学校或

者地区都有实力打造劳动实践基地，这就使劳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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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同德育一样，出现说起“有位”但实际“无位”的“假

空”现象。囿于此背景，家长“唯分数论”，重智轻劳

等异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加之祖辈对于孩子的溺

爱心理以及目前推广的洗碗机、扫地机等产品的出

炉，孩子劳动机会被剥夺，劳动教育进一步被淡化。

（三）缺乏科学教育方法，劳动教育不成体系

一部分家长虽有意识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但

纵观建国70余年，有关劳动教育文件与家庭劳动教

育书籍寥若晨星，家庭劳动教育理论也基本来自国

外。对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家长而言，他们既未接

受过专门的劳动教育训练，又缺乏本土化劳动教育

理论知识指引，使得他们对孩子实施劳动教育时因

无章法规则可循而徒劳无功。主要表现在：第一，劳

动形式单一，孩子的劳动被窄化为单纯地打扫房间、

洗衣、洗碗等日常基础性家务劳动，而缺乏探究性、

创造性劳动，家长未将孩子的手脑劳动贯通，忽略了

其劳动兴趣的培养。第二，家长缺乏耐心，不信任孩

子能力，教而辍；漠视孩子劳动成果，挫伤孩子劳动

积极性，学而怠，导致孩子丧失劳动兴趣。多数家长

都欠缺为孩子构建体系化劳动过程的意识，他们未

针对孩子个性和年龄特征进行家庭劳动教育，对于

劳动过程或是劳动结果也缺乏评价，劳动教育衔接

力度不够，造成家庭劳动教育连续性被割裂、孩子劳

动意识与兴趣难以维持等不良后果。

（四）劳动形式异化，孩子劳动价值观扭曲

现实生活中，一些家长将劳动作为惩罚方式，

孩子劳动表现为被动、应付式劳动，劳动已失去本

身所具有的内涵和价值，我们以往所牢记“八荣八

耻”里的“以辛勤劳动为荣”早已被现在的孩子“升

华”为“以不劳动为荣”；甚至劳动已成为相当一部

分孩子区分贵贱的标志。由于群体之间的负面影

响，许多孩子对于劳动避而远之，对于家务则置身

事外，据《北京日报》2019年1月16日报道，北京教

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所曾对多国小学

生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进行调查，其数据显示：

美国小学生1.2小时，韩国0.7小时 ，法国0.6小时，

英国0.5小时，而中国只有12分钟[9]。“不珍惜劳动成

果、不愿劳动、缺乏劳动经验”已近乎成为我国新时

代青少年的代名词。

三、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对当代家庭
劳动教育的启示

（一）统筹规划，建立社会-家庭-学校三方合作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呼吁家庭同学校一道指导儿童

劳动，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可延伸为家庭、学校、社

会共同合作。体现为：国家颁发劳动相关政策，支

持学校、家庭积极开展劳动教育；在全社会制造“劳

动舆论”，通过新闻媒体、报纸、教师、家长代表等宣

传劳动的重要价值，给公众树立正确的劳动教育观

与成才观；学校按照《意见》开设劳动必修课，开展

劳动周活动，家长主动承担自己的劳动教育责任，

对于儿童劳动，家长要尽力陪同，并及时向学校反

馈孩子的心得体会，学校、社区应为家长施展家庭

劳动教育提供指导与帮助。学校、家庭、社会形成

教育合力，多方互动，有共同教育理念，才能使得家

庭劳动教育、学校劳动教育实现共同的教育目标。

（二）以身作则，成为“劳动型”家长

家长应主动借助学校、社区、图书馆、网络资源

等多种途径系统学习劳动教育科学理论知识以及

劳动教育技巧，领悟家庭劳动教育是孩子全面发展

的重要手段，摒弃自身狭隘的成材成人观，以浓厚

的劳动教育意识与激情使他们所学用于孩子劳动

情感和基本劳动能力培养的全过程。首先，家长自

身对劳动是热爱的，对劳动是精通的，才能正确指

导孩子劳动，唤醒孩子劳动意识。其次，家长应先

于孩子之前阅读思考，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故事谈

话，并为孩子筛选出适合其年龄阶段与特点的劳动

书籍，或在现实生活中安排孩子与优秀劳动者的会

面，以便他们了解劳动知识，形成正确劳动观并产

生对劳动的向往之情。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话语开

导人，榜样吸引人；班杜拉的大量实验同样证明了

榜样-示范行为对孩子学习的重要影响。最后，父

母祖辈应保持关系和谐，劳动教育意见一致，共同

创设有利于彰显劳动价值的家庭环境与氛围。古

语有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家长以尊

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正确家庭劳动教育观，凭借自

身劳动人格魅力附加其他典型榜样感染孩子，加强

劳动教育意识，使自己成为“劳动型”家长，是实施

家庭劳动教育的首要前提。

（三）手脑并用，多种形式开展劳动教育

不断研习、思索与创新，使用科学有效的劳动

教育方法与技巧是顺利开展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

途径。家长应避免孩子的劳动过于单调，幼儿参与

多样化劳动，易于激发劳动兴趣；青少年劳动越多

样化，未来选择专业的自觉程度则越高。苏霍姆林

斯基强调真正的劳动教育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的结合，是劳动与其他精神生活的结合。譬如让孩

子布置自己房间或者美化家庭环境，把劳动与审美

相结合；让孩子清洗衣物，熟悉不同面料污渍该如

何去除，将劳动与文化知识相结合。劳动与不同教

姚永强，等：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对我国家庭劳动教育的启示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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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元素结合，所要求付出的智慧与技能越多，越能

引起儿童的劳动兴趣[10]84，劳动教育的意义也愈加深

刻。此外，家长还应积极探索孩子“最近发展区”，

适当让孩子的劳动带有成人劳动特征，或联合其他

家长让孩子集体劳动，群体之间的互动是提高孩子

劳动积极性的一种社会助力，以此鼓励孩子突破现

有劳动知识与技能。

（四）把握孩子成长关键期，尽早实施劳动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提出孩子从可以拿起勺子吃饭

那刻起，就应当接受劳动教育，竭力使劳动在幼儿

懂得社会意义之前就进入其生活。父母及时把握

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的关键期，对于孩子劳动技能

与行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奥地利生态学家劳伦

兹也根据自己实验结论提出及时抓住孩子敏感期

对其进行适当教育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家长

还应注意学龄初期儿童劳动贯穿游戏成分，这将有

助于其劳动兴趣的培养。此外还须考虑孩子体力、

脑力负担的承受阈限，选择适合且适度的劳动，使

其最大限度地匹配孩子的年龄和个性特征，并给予

他们空余时间做项目选择，才不至于让儿童在习得

劳动的初期就厌恶了劳动。将劳动养成计划早日

提上日程，同样利于为孩子长期规划形成有机衔接

的连贯性劳动，保持劳动兴趣与劳动意识。需强调

的是：坚持相信自己的孩子，耐心教导孩子，对于他

们积极劳动态度以及辛勤劳动成果的肯定，是维持

孩子劳动积极性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培养经济意识，使劳动成为孩子经济上的需要

实际生活中许多家长总是规避与孩子谈论金

钱，就此错失为孩子树立金钱价值观的重要时机。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劳动只有成为孩子经济物质上

的需要时，它才更具有教育力量[3]164。这一点并未同

道德行与公益性原则相悖，家长只是不要急于让幼

儿参与报酬性劳动，以避免孩子养成自私自利、贪

婪的性格。但孩子在到达人生一定阶段时，他们总

是需要提前熟悉社会规则，劳动不是抽象的教育练

习，它是我们物质生活的保障，精神生活的源泉，正

确认识劳动价值并建立经济观念对于孩子未来发

展至关重要。在整个家庭劳动教育过程中，家长切

忌把劳动作为惩罚工具，相反对于孩子的劳动，除

赞赏的话语还可适当给予经济激励，使孩子主动愉

悦地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并形成自我服务意

识。例如孩子的零花钱或者想买的玩具、专辑等都

通过自己尽心竭力劳动所获。孩子通过这种劳动

方式能亲身体会父母所承担的义务，深刻认识到经

济报酬的来之不易，珍惜每一份劳动成果，同时也

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如此他们才会尊重劳动，

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我

国新时代社会背景存在着跨国度以及跨时代的差

异，但他的劳动教育思想，不仅理论丰富，还有着长

达数十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对我国家庭劳动教育仍

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辩证看待，去粗取

精。马克思说，一切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

中。因此我们不可故步自封，在社会进程中，应努

力探寻更全面、更深刻的契合我国本土实际、符合

时代特征的家庭劳动教育策略。

参考文献：

[1] 陈宝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大力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N].人民日报，2020-03-30.

[2]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M].赵玮,王义高,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3]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周蕖,王义高,译.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4] 曾清.苏霍姆林斯基“情感教育”思想对当今美育的启示[D].重庆：西南大学,2011.

[5] 张荣钢.当前家庭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义[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37-38.

[6] 童阗韬.金华市区悄然兴起创客和STEM教育[N].金华日报,2017-09-27(A04).

[7] 魏海政.山东寿光：践行“知行合一”的劳动课程[EB/OL]. (2020-01-14)[2020-04-05].http://edu.people.com.cn/n1/2020/

0114/c1053-31547523.html.

[8] 向真.劳动教育绽芬芳：四川各地开展未成年人“劳动美”实践活动[EB/OL].(2019-04-22) [2020-04-05].http://www.

kids21.cn/bwzh/201904/t20190422_1063970.htm.

[9] 瑀辰.劳动教育，不止于课堂[N].北京日报,2019-01-16(020).

[10] 苏霍姆林斯.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M].萧勇，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

··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