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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劳美融合”之逻辑基础与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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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幼儿美育与幼儿劳育具有共同构建素质教育、相互融合促进发展的紧密联系，二者具有深层次的交织意涵。依据幼儿

劳育与幼儿美育的意涵，发展出劳育本体的审美属性、劳育过程的审美意义以及劳育成果的审美价值三方面的劳美融合的内

在逻辑条件，进而提出正确的劳动态度孕育美育；有效的劳动价值强化美育；丰富的劳动机会实践美育；良好的劳育氛围提升

美育的劳美融合之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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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in Early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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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labor education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build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of each other. Both have deep

intertwined meanings.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children’s labor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aesthetic attribute of noumenonof labor education,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labor

education process and the aesthetic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correct

labor attitude to nurture aesthetic education; that is, effective labor value helps to strengthen aesthetic

education; abundant labor opportunities helps topractise aesthetic education; good labor education atmosphere

helps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fic path ofintegration of labor and aesthetic educationin term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labor and aesthetic education;simultaneous

implementationof“the five education”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4期

“五育”并举是当前教育界倡导的育人目标，也是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教育改革持

续推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

着力点，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路径。“五育”

不是分裂式的学科体系，而是内容重叠、指向相联的完

整的要素体系，是和谐统一的整合体。只有五育共同

施力，各个环节并无偏废，教育生态体系才会和谐平

衡、充满活力。

当前，国家政策层面和教育场域的实施状况呈现

短板现象。智育、德育、体育更多的被强调与重视，而

对美育的关照相对较少，我国儿童美育领域出现美育

智育化、美育功利化、美育贵族化等异化现象［1］。社会

普遍陷入“美育就是开艺术课”的概念简单化和“美不

可教”的概念抽象化的误区。劳动教育在我国教育体

系中更是置于边缘地位［2］。“劳育就是做苦力”的劳育

污名化，直接影响劳育的发展与落实。产生上述现象

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与教育场域将美育和劳育相互割

裂，对二者核心概念把握不清。事实上，美育与劳育属

相互融合。劳育不“苦”，美育不“虚”。劳育和美育并

非面向学科概念，而指向于素养的概念。劳育中富含

丰富的审美体验和审美精神，并以创造性的劳动实践

为重要目标。美育则以创造性劳动为载体，以实现审

美意识的客观化呈现。美育与劳育均具有目的和途径

的双重属性，共同为教育体系注入更为艺术化和生活

化的意涵。因此帮助幼儿教师、家长以及全社会了解

劳美融合的价值所在，明晰劳美融合的必然趋势，为幼

儿阶段落实并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幼儿教育“劳美融合”之必要性

幼儿教育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个性培养、

人格养成、思维启迪的基础阶段。幼儿阶段劳美融合

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幼儿认知的特殊性是劳美融合的必要基础

幼儿阶段具有其特殊的思维模式与认知发展水

平。3-6岁的幼儿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其思维的

发展需要依靠与客观载体的互动。幼儿对色彩鲜艳、

形态多样的事物具有天生的偏好，这种偏好是幼儿审

美的最初始的呈现状态。幼儿阶段的美育要求通过各

种美的形态诸如自然美、社会美以及艺术美等为手段，

培养幼儿健康的审美观念，初步感知、欣赏、创造、表现

美的能力，并由此促进幼儿美感发展的教育［3］。幼儿

正是通过其所观所感，不断将审美能力的提高渗透于

日常生活和环境中，逐步获得审美经验，形成感知和认

识世界的内在标准。而劳动行为就是幼儿内驱动力行

为上的自动化，是自身内在标准的客观呈现。美育与

劳育是互相渗透、促进发展的统一体。

劳动教育的目标包括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和劳动

素养的提升［4］。幼儿期是为未来价值观的形成奠定基

础的重要阶段，也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期。因

此幼儿劳动教育应该着力于形成积极的劳动态度，培

养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劳动价

值观，掌握一定的劳动知识与能力、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的劳动素养。陈鹤琴认为，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不仅

是“生活”使其然，而且与幼儿美感的发展之间，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5］。幼儿劳动价值观的培养是幼儿产生

美好向往、增强自身责任感、勤劳向上等良好人格特质

的重要基础，而幼儿心灵的陶冶、人格的提升和优秀品

德与价值观的建立是实现美育的最终目标。

总的来说，幼儿劳育中必须具有美的刺激和驱

动，以促进幼儿情感力量的发挥，进而落实劳动教育；

幼儿美育也需要实践性活动作为载体，以符合幼儿的

具体形象思维的发展。劳育与美育的融合在幼儿阶段

具有其合理性。

（二）幼儿学习的整合性是劳美融合的必要前提

儿童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强调领域之间与目标

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

展。基于此，幼儿园教育形态强调“主题式”学习和“整

合式”学习，以促进幼儿获得完整的、全面的生活经验

和学习经验。幼儿阶段的教育模式与中小学分科式教

学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幼儿期，更加强调核心素

养的概念，关注幼儿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

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6］。劳育与美育并不仅仅是劳动

技术课和艺术课的简单形式，而是以观念融入、情感渗

透的方式实现个体发展。从本质上说，幼儿学习整合

性的要求与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相契

合，以多元教育目标的整合形式实现“全面培养人”的

最终目标。

幼儿劳动教育与幼儿审美教育，需要丰富的资源

和活动作为载体。一方面包括幼儿感知美的自然资

源、艺术资源和社会资源，幼儿通过视觉互动、心灵感

受，洞悉身边不同美感的来源形态和呈现形式；另一方

面，幼儿创造美的行为依赖于环境空间的建立，操作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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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准备等，通过身体互动、动手操作，实现内心美感

的外在客观化。幼儿园的教育形态通过其教育空间的

广延性和开放性、教育时间的灵活性和持续性，能够为

劳美融合教育提供多样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源，使得幼

儿劳育与幼儿美育的发展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同时性

的。因此，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幼儿园整合式的教学

形态是幼儿劳育与幼儿美育融合的必然前提。

二、幼儿教育“劳美融合”之内在逻辑

“幼儿劳育”与“幼儿美育”之融合具有可行性与必

要性，同时，二者的教育目标与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重

合性。因此，思考二者在内在逻辑层面的交织性，是探

索幼儿劳美融合教育策略的首要任务。基于幼儿劳育

与幼儿美育的概念意涵，提出幼儿劳美融合教育的内

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劳美融合的逻辑本源

首先，劳育与美育具有相同的本质内涵。学者蒋

冰海提出，美育，就是运用人类实践所创造的一切美，

反过来对自身进行审美教育［7］197 。学者虞永平也认

为，学前儿童美育是通过审美实践活动才能完成［8］。

可见，美育的实施是以实践活动作为逻辑起点。在《中

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劳动被定义为“是人类特

有的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劳动的本质是实践，劳动

可以视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是社会实践的特殊

形式之一。由此，美育以实践为重要依托，实践也是劳

育的本质所在，二者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相连结。其次，

劳育与美育是个体存在内外统一的具体表征。在幼儿

身心发展的过程中，美育促进幼儿实现客观存在的主

体化，幼儿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感知逐渐形成一套属于

自己的判断机制；劳育促进幼儿实现内在精神客体化，

幼儿将审美体验应用到改造周边环境或自我改变中，

是将内在美向外在行为驱动的重要过程。劳育与美育

的融合即主客体的融合，最终实现幼儿身体机能和内

心素质的全面发展。第三，幼儿劳育和美育具有相似

的延展概念。以幼儿为对象实施劳动教育，不仅仅是

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传达，更重要的是劳动习惯和

劳动情感的培养；幼儿美育也不仅仅是审美观念和艺

术技巧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幼儿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

受的丰富。二者的延展概念皆强调知、情、行的融合系

统，为幼儿教育实现统整性目标提供了实施途径。

（二）劳育本体的审美属性

劳动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作用，是最伟大的审美

教育［7］185 。审视幼儿劳动教育的审美属性，可以从劳

动教育实施之目的与实施之遵循规律两个方面进行

探讨。

劳动教育的目标中包含审美意涵。一方面，幼儿

劳动教育着眼于培养幼儿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优秀

品德。幼儿在感受对劳动的热爱和敬重的精神体验

中，逐步塑造高尚的品质，从而实现心灵美的升华。另

一方面，劳动教育通过引导幼儿了解各种不同职业的

劳动特点，了解劳动不分贵贱的高尚情操，为幼儿的价

值观培养产生积极意义，幼儿能够通过感知劳动的成

果美产生愉悦的心灵体验。若幼儿从未经历过劳动体

验，从未感受过劳动换来珍贵的劳动成果的喜悦，就难

以形成完善的人格；若幼儿生活在“劳力者治于人”的

异化劳动的环境氛围中，则必然产生对劳动的偏见认

知，影响幼儿积极生命情感的建立。因此幼儿劳动教

育的落实一定包含着审美目标的实现。

幼儿劳动是幼儿根据已有的审美体验对客观存

在的改造，即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劳动，这就决定了劳动

实践中美的属性的必然性。审美教育以潜移默化的形

式渗透于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幼儿的心智产生影

响。在此过程中不同强度的美育会刺激幼儿审美阈的

敏感度，并形成幼儿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标准。

认知与情感的形成必将生发行为的产生。当幼儿自然

发现生活环境中与自身审美感知相冲突时，就会产生

改变和创造的能动性，自发性劳动实践由此产生。因

此，为激发幼儿劳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首先要让幼儿

感知美。无论是带领幼儿走入公园感受自然生态美，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感受社会和谐美，也包括感受

艺术领域中的艺术创造美，为幼儿的劳动行为习惯提

供广泛和深厚的认知与实践基础；其次，幼儿教师可以

引导幼儿发现身边可以“变美”的契机，发挥美感的“动

力机制”，鼓励幼儿动手劳动，以劳动为载体，将认知和

精神层面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进行表达，进而实现身心

协同发展。

（三）劳育过程的审美意义

幼儿劳动教育的审美意义主要体现为劳动的社

会性，包括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以及人与物的社会性

互动两方面。

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是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引导

幼儿理解并尊重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带给我们舒适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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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着重于劳动情感的美育价值。陈鹤琴老先生

提出认识成人的劳动是幼儿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5］，

通过组织幼儿认识成人劳动的不同形式和不同成果，

了解不同职业带给自己生活环境的改善，清楚地知道

自己当前的美好生活是众多的劳动者辛勤付出得以积

累的，自己的劳动也是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之上展开

的。逐步引导幼儿爱劳动、爱劳动人民和爱劳动成果

的劳动情感，进而升华幼儿对劳动者的尊重以及对劳

动成果的珍惜之感，以感恩的心对待劳动，从而提升幼

儿的人格品德，实现美育和劳育的共同发展。

在劳动过程中，物必须与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9］。

人与物的社会性互动表现在幼儿劳动技能的审美意

义。劳动过程中处处有美感。家长和幼儿教师通常会

以示范的方式，传授幼儿一定的生活自理技能和劳动

技能。劳动技能的获得能够促进幼儿劳动操作的自由

性和有序性的发展，即形成一种美的行为和观感。无

论是幼儿系鞋带、扣扣子、叠被子等自我服务性劳动，

或者是擦桌子、扫地等集体服务性劳动形式。幼儿从

不熟练到熟练，从不整洁到整洁的过程，是劳动的不断

练习造就的结果，同时也是幼儿美感和审美体验不断

提升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如果儿童通过自己的劳动

没有给自己或周围人产生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影响，

就不会对幼儿产生自我鞭策作用［10］。这种“立竿见影

的影响”就是美感的体验和获得。因此幼儿在与劳动

工具和客观世界的互动中，逐步熟悉劳动技能，创造美

的客观存在，进而激发劳动行为的持续产生。

（四）劳育成果的审美价值

幼儿劳动教育与劳动技术教育有着本质的区

别。增强幼儿阶段劳动教育的价值体认，是发挥教育

成效的重要一环。幼儿阶段的劳动教育强调带给幼

儿积极的劳动情感和自我驱动力量。劳动成果的获

得是自然而然的产物，也是幼儿持续劳动的重要动

力。劳动成果中蕴含的审美价值是劳动教育持续进行

的重要推动力量，体现在幼儿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

两个方面。

幼儿的物质享受并不是金钱和权力层面的富足，

而是一种舒适安全、愉悦温馨的生活环境的建立。在

幼儿园中，无论是幼儿自发的自我服务型劳动，或为协

助他人进行的服务型劳动，或者是照料植物角的植物

或者照顾小动物的劳动，均蕴含着幼儿对美好生活环

境的向往。幼儿在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的环境中生活，

感受劳动带来的温馨舒适和井井有条的环境提供给自

己生活的愉悦和便利，从劳动的创造者转变为劳动的

受益者。逐步引导幼儿养成热爱劳动的品德，传承勤

劳勇敢的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幼儿热爱生活的态度，提

升心灵的境界。

劳动成果带给幼儿的精神愉悦表现在幼儿通过

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获得的他人肯定和自我效能感。

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3-6岁的幼儿

正处于主动性与内疚的矛盾冲突阶段［11］216 。在此阶

段中，若教育者对幼儿给予引导并鼓励其主动性的劳

动行为，幼儿的自信心和效能感则会健康发展，逐步形

成积极的心理品质。同时，幼儿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也

是其内心精神状态的对象化，所以也最能展示和沟通

幼儿的情感，为幼儿带来精神层面的愉悦感，增添幼儿

的生活情趣。

三、幼儿教育“劳美融合”之实施路径

为发挥以美促劳的教育目标，实现劳美融合的教

育体系，促进幼儿审美能力和劳动素养的提升，作为教

育主体的幼儿教师和幼儿家长应把握劳育美育相融合

的教育条件，从以下四方面着力。

（一）正确的劳动态度孕育美育

我国“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加之

当前教育界“智育至上”的主观偏见，导致幼儿劳动教

育被异化，尤其是家长陷入误区，对劳动教育持排挤态

度。劳动教育一方面被异化为“苦力”，认为劳动教育

是教育的退化，会使得幼儿不思进取，阻碍其追求更高

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被异化为“惩罚”，劳

动成为孩子犯错误时的惩罚工具。这两种对劳动教育

的误解都将对认知和思维发展还未稳定的幼儿潜移默

化的产生“劳动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观念。长期持续

下来，幼儿会逃避劳动，对劳动产生排斥的态度，轻蔑

劳动者，产生自傲自大、懒惰的负面品格。

因此，正确的劳动态度是孕育劳动中的审美精神

的重要决定力量。幼儿教师应通过引导鼓励劳动、多

样化评价幼儿的劳动成果、榜样作用的树立等教育方

式，从端正自身劳动教育态度出发，帮助幼儿树立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幼儿教师应在教育过程中让幼儿了解

到劳动成为一种奖励而非“惩罚”，可以奖励劳动表现

认真的幼儿成为明日的“小小值日生”，幼儿获得受重

视感，自我效能感不断提升，同时生发重视劳动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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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培养幼儿在劳动中塑造勤劳向上的品格、热爱

生活的态度、尊重劳动者和劳动成果的情感，从而获得

心灵的陶冶。

（二）有效的劳动价值强化美育

幼儿阶段的劳动价值是超越经济取向和政治目

标的。幼儿教育中的劳动更加强调劳动之于个体的价

值，以赋予个体在劳动教育中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感

和意义感，丰富其关系属性并提升其审美人格［12］。因

此，在劳动教育中，劳动价值的产生能够起到鼓舞幼儿

的作用。幼儿阶段的劳动价值即幼儿获得的物质享受

和精神愉悦，进而发挥劳动对幼儿德智体美多方面的

融合教育的作用。这就要求幼儿教师通过不同的激励

方式，提供幼儿探索实践的时间与空间，激发幼儿劳动

的主观能动性。只有通过劳动价值产生的自我成就感

与环境设置的劳动规则相匹配，幼儿的能动性才能被

有效激发，发挥“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重要推动力量［13］。

同时，幼儿教师在设置劳动场景与契机时也要注意循

序渐进，层层递进，把握和调整劳动的强度和难度，及

时的施以引导和评价。通过幼儿教师教育智慧的发

挥，引发幼儿亲身体悟到劳动价值带来的幸福感。

（三）丰富的劳动机会实践美育

幼儿教师应积极组织劳动活动，提供幼儿自由劳

动的机会，从而实现幼儿获得成就感和美好品质的教

育目标。有研究证明，当前幼儿教师组织的劳动过少，

幼儿鲜有机会参与劳动［14］。究其原因：一方面，幼儿

教师自身对劳动教育概念不清，对于劳动教育的内容

和教学方式仍然处于浅层理解的层面；另一方面，幼儿

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甚至对幼儿老师提出“保护”幼

儿的苛刻要求。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自然难以产生

孕育美感和愉悦体验的劳动教育。事实上，幼儿教师

可以通过幼儿一日生活中的常规渗透劳动教育。如引

导幼儿自入园后，自己脱外套、叠好外套放置橱柜中、

餐前帮助教师一起分发餐具、餐后清洁桌面、午睡自己

穿脱衣服和鞋子等，幼儿在动手劳动中服务自己并能

帮助他人。当然，幼儿教师还应将幼儿的劳动体验延

伸到集体教学活动和区角活动中来。幼儿教师可以丰

富“娃娃家”的材料和形式，让幼儿可以通过模拟劳动，

感受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劳动形态，深化劳动情感。

同时，幼儿教师应该重视家庭的教育力量，积极与家长

取得沟通，向家长传递正确的劳动教育的知识和观念，

给予幼儿在家庭中丰富的劳动机会，取得家园合作的

一致性合力。

（四）良好的劳育氛围提升美育

幼儿的审美体验具有主体性，不同幼儿有着属于

自己的独特的审美标准和审美体验；但幼儿的审美体

验又是互相感染的，具有“共鸣性”，往往形成于集体的

环境中。因此劳动教育的成功与否与劳动氛围的建立

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有助于提升蕴含审美精神的

劳动教育的环境氛围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开放式的园所氛围能刺激幼儿发掘劳动契

机与实践劳动行为。幼儿园所作为坐落于自然、归属

于社会的幼儿学习的重要场所，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

的劳动机会。幼儿园创建出真正适合儿童的“有准备

的环境”，会更有利于激发儿童的自主活动，促进儿童

“实体化”的过程［15］。幼儿园所应根据当地文化资源、

自然资源等，因地制宜的提供富含丰富劳动因素的环

境氛围，并与之结合成为园本特色。提供真实的生活

和劳动环境，既能够激发幼儿的劳动兴趣和渴望，又能

通过幼儿的“亲临、亲触、亲做、亲悟”切身感受到“劳动

最美丽”。如，当前受关注的“食育”特色幼儿园，通过

带领幼儿一起种植蔬菜，既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劳动体

验，又能通过观察和动手实践习得植物生长的相关知

识。幼儿园小食堂也会使用成熟的蔬菜作为幼儿午餐

的食材，幼儿能够吃到自己亲手种植照料的蔬菜，成就

感油然而生，进而感受到农民伯伯的辛苦，感受到亲身

经历的“劳有所获”，萌生热爱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的

优秀品质，提升幼儿的心灵品质，获得美的体验，最终

达到将劳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第二，支持鼓励的师幼关系氛围是激发幼儿创造

性劳动的驱力。劳动教育的内涵和内容跟随时代属性

的变化不断丰富，历久弥新。如今劳动形态的多样化

要求劳动教育形态呈现多元化，劳动的形式也逐渐强

调服务性劳动和智慧劳动，劳动形式与以往的本质不

同，即需要更多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元素。2018年全国

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实施劳动教育，

希望培养长大后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社会主义事

业接班人。幼儿阶段劳动教育是以实践活动为依托的

教育活动，通过幼儿的身体感官、身体活动形式与外在

环境的互动，将幼儿的精神世界以物化的形式传递出

来，成为展现幼儿内心世界的重要外显形式。在幼儿

劳动中不断刺激产生的直观操作兴趣中，引发幼儿探

索更深层次的问题，使幼儿的思维处于积极探索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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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状态中。但幼儿的大胆创造、全心投入需要和谐的

师幼关系的推动。幼儿教师给予幼儿自主的空间和机

会；通过赞扬鼓励的方式欣赏幼儿的创造性劳动；幼儿

遇到困难时幼儿教师的耐心帮助和引导；及时对幼儿

的创造性劳动进行反馈；构建全体幼儿感知“劳动最美

丽”的班级氛围。如幼儿协助幼儿教师布置环境创设

时，教师应充分尊重幼儿的思维创意，幼儿通过审美概

念以崭新的形式予以外部化呈现，是幼儿美育在动手

操作中的不断实践的结果，人的创造性活动本身都应

被视作劳动［16］，幼儿通过装扮教室的身心皆可投入的

活动，将劳动以一种充满美感和创新的形式进行表征，

幼儿的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实现劳动、思维、心灵的全

面发展教育。

第三，和谐有益的家庭氛围能巩固幼儿热爱劳动

的情感。幼儿家长的劳动观念与劳动行为是影响幼儿

形成劳动价值观和习得劳动知识与能力的重要来源。

家长应肩负起榜样示范的重要责任。在认知层面，幼

儿家长应该摒弃传统的对“劳动”的片面认知，在日常

生活中向幼儿传递正确的劳动观念，并通过亲子共读

绘本，带领幼儿认识身边的劳动者或与幼儿一起通过

多媒体途径了解社会劳动模范等形式，深化幼儿对劳

动光荣的认知，形成积极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情感；在实

践层面，家长应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劳动机会，从幼儿内

心精神世界的感知出发，通过鼓励幼儿“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一起承担家庭劳动”以激发幼儿的责任感和效

能感，与幼儿一起进行家庭大扫除实践劳动行为，促进

幼儿劳动技能和劳动知识的获得，进而实现幼儿的身

心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在幼儿教育阶段，劳美融合教育既具

有逻辑理论思路，也是教育场域中实施的必然趋势。

将幼儿劳动教育目标回归“为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终身

发展提供统领性的价值取向”，劳动教育的实施中赋予

美的意涵，美育实践中依靠劳动为载体，构建劳育与美

育有机融合的教育体系和实践运行机制，才是当前新

时代幼儿全面发展教育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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