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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amily is the main place and living force of labor education. Chen Heqin, as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theory in China, not only puts forward the multiple values and scientific

basis of family labor education,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its core connotation, basic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Chen Heqin’s family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takes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s the premise, pays attention to daily life labor, self-service labor and family service labor,

emphasizes that family labor edu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respecting children, scientific

education, positive encouragement, positive guidance, independence and difficulty moderation, and advocates the

family labor education approaches with game experience, model demonstration and environment edificat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implemen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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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劳动教育是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发展的有机构成，家庭是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与有生力量。陈鹤琴作为我国现

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不仅率先提出了家庭劳动教育的多重价值与科学基础，更系统论述了家庭劳动教育的核

心内涵、基本原则与实施路径。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以儿童身心发展为前提基础，关注日常生活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与

家庭服务性劳动，强调家庭劳动教育应遵循尊重儿童、科学教养、积极鼓励、正面引导、独立自主、难易适度等基本原则，倡导游

戏体验式、榜样示范式、环境熏陶式的家庭劳动教育方式，对贯彻落实新时期劳动教育新要求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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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

容，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2020

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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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了系

统设计和全面部署 ［1］。家庭是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也

是劳动教育的有生力量。《意见》指出“家庭劳动教育要

日常化”，并强调“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

用”［2］。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家庭教

育实践与科学理论紧密结合的开拓者，其开创了科学化、

民主型的幼儿家庭教育［3］。陈鹤琴家庭教育思想蕴含着

丰富的哲理与智慧，并集中体现于陈鹤琴所著《家庭教

育》一书及《和做父母的谈几句话》（1928年）、《儿童教育

的根本问题》（1934年）、《怎样教小孩》（1937年）和《怎样

做父母》（1935年、1937年、1943年、1947年、1948年）等

论著中。劳动教育是陈鹤琴家庭教育思想的有机构成，

陈鹤琴不仅提出了家庭劳动教育的多重意义与科学基

础，且系统论述了家庭劳动教育的核心内涵、基本原则

与实施路径。重温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有助于完

善构建新时代家庭劳动教育模式，切实发挥家庭劳动教

育价值。

一、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是家庭劳动教育的前

提基础

（一）儿童心理发展的多样特点决定家庭劳动教育

的实践开展

儿童心理研究是陈鹤琴幼儿教育研究的基础性研

究，是陈鹤琴一切教育主张的根基 ［4］1-2。陈鹤琴最早在

高等学校开设儿童心理学课程，系统研究我国儿童心理

发展，是我国学者探索儿童心理的发端［5］。与此同时，陈

鹤琴强调“家庭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

当。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

成效可言的”［6］522。因此，儿童心理研究是陈鹤琴家庭教

育研究的前提性研究，也是贯穿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研

究的主线，在《家庭教育》开篇，陈鹤琴阐述儿童心理为：

好游戏、好模仿、好奇、喜欢成功、喜欢野外生活、喜欢合

群、喜欢称赞［6］522-527。

基于“教小孩子必须先要了解小孩子心理”的一贯

主张，陈鹤琴将儿童心理发展融入家庭劳动教育过程，客

观推动传统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发展与现代化转型。具体

而言，陈鹤琴提出的101条家庭教育原则，处处彰显着儿

童心理发展的内在需要。如“积极的鼓励比消极的刺激

好得多”是基于儿童“喜欢成功、喜欢称赞”，“小孩子需要

有适宜的伴侣”是基于儿童“喜欢合群”，“做父母的要以

身作则”是基于儿童“好模仿”等。陶行知盛赞陈鹤琴著

《家庭教育》是“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其根本上是由

于陈鹤琴以儿童心理研究提供了家庭教育研究的科学化

基础。

（二）儿童生理发育的内在规律影响家庭劳动教育

的具体实施

在系统论述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同时，陈鹤琴同样

高度关注儿童生理发育与身体发展，并提出“教养儿童必

须要研究儿童的身体如何发育”。基于此，陈鹤琴在《儿

童心理之研究》中专章论述了“儿童身体之发展”，涉及儿

童身体成长及感知觉发展，诸如口、头、手、臂、坐、立、爬、

足、走、跳等 ［7］92-132。家庭教育中，陈鹤琴着重从“孩子的

躯干、孩子的心脏、孩子的消化力”等视角阐述儿童身体

发展，并针对性论述儿童饮食、服装、睡眠等方面注意事

项，极力规避父母将儿童作为家庭教育“试验品”、“牺牲

品”的“违反养育原理”现象。

陈鹤琴关注儿童生理发展对家庭劳动教育实施的

制约性作用，更强调儿童身体发育为家庭劳动教育开展

提供的可能性条件。在论述儿童身体发展规律的同时，

陈鹤琴总是审慎地从消极和积极两个维度探讨其价值与

作用，并由此提出儿童家庭劳动应难易适度的基本原

则。儿童家庭劳动教育需考虑儿童生理发育的内在制约

性，并积极为儿童身体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与适宜环境。

陈鹤琴强调“父母要训练小孩子，在家庭里做点事情，如

整理物件、洒扫庭院等轻便工作”，小孩子自己做事“可以

发展他的肌肉、可以养成他的勤俭性质”［6］662，632。

二、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

（一）以生活技能习得为主题的日常生活劳动

陈鹤琴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和陶行

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感化，由此高度关注教育与生活的内

在联系，充分肯定日常生活的教育价值，并将儿童生活融

入其家庭教育思想，构成以日常生活劳动为表征的家庭

劳动教育观。日常生活是儿童家庭劳动教育的主要场

域，日常生活也是儿童家庭劳动教育的有效方式。陈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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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家庭教育》一书中逾百条实例，无不源于儿童日常生

活。此外，陈鹤琴与张宗麟还专门草拟了幼儿应有的习

惯与技能表，以作为家庭教育及幼稚园教育的指引，其中

含有“生活的技能”与“日常的常识”两栏，具体包括“会自

己吃饭”、“会戴帽子”、“会穿脱衣服”、“会洗手”、“会穿脱

鞋子、裤子”、“会洗澡”等内容，集中彰显了陈鹤琴以生活

技能习得为主题的日常生活劳动思想［6］93-97。总之，陈鹤

琴认为，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幼儿的劳动习惯和技

能，不仅是“生活”使其然，而且与幼儿体力、智力、道德和

美感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8］。

（二）以卫生习惯养成为目标的自我服务性劳动

卫生习惯是儿童日常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养

成良好卫生习惯某种意义上也是儿童日常生活劳动教育

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卫生习惯的重要性与特殊

性，陈鹤琴在家庭教育中以横跨两章的篇幅详细阐述了

儿童卫生习惯养成的二十五条家庭教育原则，其客观上

形成了陈鹤琴以卫生习惯养成为目标的自我服务性劳动

思想。儿童的自我服务性劳动本质上兼具日常生活劳动

和服务性劳动的双重属性，其劳动的场域是日常家庭生

活，而劳动的主体与对象则统一于儿童自身。陈鹤琴所

倡导的儿童卫生习惯养成教育是典型的家庭自我服务性

劳动，其劳动目的是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形成初步自

我照护能力。在具体的内容层面，陈鹤琴依次论及儿童

的穿衣、刷牙、洗面、吃饭、睡觉、便溺等问题。儿童卫生

习惯的养成不仅有赖于良好家庭教育的引导，更在于适

时发挥儿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使儿童逐步提升自我服

务的劳动能力与劳动意愿。

（三）以良好品格塑造为导向的家庭服务性劳动

陈鹤琴指出“教育儿童，还要培养他们服务的习

惯”［6］646，“要培养儿童的人格，我们一定要他去帮助人，使

人得着快乐”［6］652。家庭是儿童品格塑造的重要场所，让

儿童适时适量适度地参与家庭服务性劳动，有助于儿童

服务意识启蒙与社会性培养。因此，陈鹤琴主张“要小孩

子每天做件好事”，“要能帮助父母做事”。相比于自我服

务性劳动，家庭服务性劳动更有助于儿童形成家庭归属

感与自我效能感，并进一步萌发“爱社会、爱国家”的情

怀。家庭服务性劳动在具体内容上仍是以家庭日常生活

为主要场景，涵盖“会关门窗”、“会拿碟、碗、杯”、“会搬椅

子、凳子”、“会扫地”、“会抹桌”、“会拔草”等细目。同时，

家庭服务性劳动广义上还包括待人接物中的礼仪礼节与

品格教育等，其涉及“要能顾虑别人的安宁”、“对人要能

表同情”、“对长辈要有礼貌”等 ［6］661-662。总之，陈鹤琴认

为“凡是小孩子可以帮助别人的事，不妨教他去帮助

人”［6］652。

三、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尊重儿童，科学教养

陈鹤琴是中国幼儿教育科学化的先驱，科学的立

场、科学的态度与科学方法共同构成了陈鹤琴科学精神

的主体［9］7-9 。陈鹤琴的科学精神同样贯穿于其家庭劳动

教育思想，并集中体现为科学的儿童观与科学的教养

观。针对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中陈旧落后的儿童观与教养

观，陈鹤琴进行了破旧立新的开创性工作，其强调“做父

母的要改正对于小孩子的错误观念”，“要把小孩子看作

小孩，不可妄想缩短他做小孩的时期，不可剥夺他在小孩

时期中应该享有的权利”、“要尊重小孩的人格，不可把他

当作资产看待”等［6］656。尊重儿童的发展权利、珍视儿童

的本体价值是当代儿童观的核心要素。陈鹤琴的家庭劳

动教育思想正是建立在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与对儿童心

理的研究之上。与此同时，陈鹤琴对传统家庭教育中将

儿童视为“试验品”、“牺牲品”的经验主义教养观进行了

激烈批判，其一方面感叹“小孩子实在是难教难养的

很”，另一方面愤慨“（父母）对于养孩子的方法，事先既

毫无准备，事后又不加研究，好像孩子的价值，不及一只

猪、一只羊”［6］653 。基于此，陈鹤琴在所有家庭教育论著

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儿童心理研究为前提基础，其目的

正在于传播科学化的家庭教育思想。

（二）积极鼓励，正面引导

陈鹤琴认为“喜欢成功”、“喜欢称赞”是儿童的天性，

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对儿童的家庭教

育，“积极的鼓励比消极的刺激好得多”［6］536。陈鹤琴倡

导对儿童的积极鼓励与正面引导，强调父母可利用儿童

喜欢成功与称赞的心理，指导儿童的品性与行为。“父母

看见小孩做一件好的事情，就应该鼓励他几句，使他再努

力学好；看见小孩做一件坏的事情，也要用积极的方法，

鼓励他努力改正”［6］659。同时，陈鹤琴指出“鼓励法也不

可用得过滥，一滥恐失其效用”［6］537。劳动教育是家庭教

育的重要内容，其同样遵循积极鼓励与正面引导的基本

原则。然而，儿童的经验与能力毕竟有限，父母不应以成

人的标准去要求或批评儿童的工作，即使在儿童做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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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做的不好的情况下，父母依然应该多给儿童独立的劳

动机会、自主的体验机会。陈鹤琴特别强调：“小孩子弄

坏东西，做父母的去责罚他，并不是因为可惜东西，是因

为要改正他的行为。”［6］622由此可见，积极鼓励与正面引

导是贯彻于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是符

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科学原则。

（三）独立自主，难易适度

陈鹤琴认为：“好动是经验的原动力，是知识的发

动机，我们要让小孩子去运用双手，睁开眼睛，张开耳

朵。”［6］674陈鹤琴不仅系统探讨了儿童好动的天性，更从

儿童的心理健康与生理发育层面肯定了让儿童独立自主

参与家庭劳动的价值。然而，“溺爱”、“包办”是中国传统

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旧习。陈鹤琴感叹：“我常常看见

母亲替小孩子做这样，做那样，一天忙到晚，而小孩子反

而没有机会去做去动。”［6］675父母的替代包办或是出于对

儿童无原则的溺爱，或是出于对儿童参与劳动的担忧，却

唯独忘却做父母的责任。“你们（父母）的责任，是帮助小

孩子生活，是帮助小孩子自立。”［6］676因此，陈鹤琴主张“关

于一切的饮食起居，凡是小孩子自己能够做的，我们不要

替他代做。做是他的权利，这种权利，我们做父母的，不

应该剥夺他的”［6］676。与此同时，独立自主也并非完全放

手让儿童自己去做，父母还应发挥指导、协助、支持的职

责，父母需要为儿童选择适宜适度的家庭劳动任务，即

“叫小孩子做事，不宜太易，也不宜太难，需在他的能力以

内而仍非用力不可的”［6］632。概言之，独立自主与难易适

度是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的基本原则，前者侧重儿童自

身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后者聚焦劳动任务适宜性的有效

选择。

四、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的实践路径

（一）寓教于乐的游戏体验式劳动教育

游戏是陈鹤琴科学研究的主线，陈鹤琴不仅在儿童

心理研究中强调儿童具有“游戏心”、“好游戏”、“游戏是

儿童的第二生命”等，且将儿童游戏天性渗透于家庭教

育，主张“游戏式的教育法”，倡导父母“用游戏的方法教

小孩子”。正是基于“喜欢游戏是儿童的本性”，陈鹤琴详

细阐述了家庭教育中的游戏开展，并指导鼓励父母尝试

游戏体验式的家庭劳动教育方式。其中，陈鹤琴特别以

家庭生活中的物品整理为例论证游戏体验式劳动教育的

价值：“有一回，我家的孩子，把书摊在地板上，做买卖游

戏。不久，快要吃饭了，我一再叫他把书收起来，他总是

不肯。我就把书一本本地堆起来，堆的时候，我就‘嗨嗬’

‘嗨嗬’地喊着。他听了这种‘嗨嗬’的声音，触动他以前

搬东西的经验，他就高兴地帮着收拾起来。”［6］658-659 陈鹤

琴认为以游戏体验的方式实施家庭劳动教育，既可以减

少许多痛苦和麻烦，又能切实发挥成效，真正实现家庭教

育的预期目标。

（二）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式劳动教育

陈鹤琴认为儿童心理发展天生具有“易受暗示”、

“好模仿”的特质，“做父母的一举一动都直接或间接影

响小孩子”，因此，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要始终坚守“以身

作则”的原则，以良好的行为示范影响和感染儿童。陈

鹤琴特别强调：“不仅言语行动，你要以身作则。就是你

的态度，你的思想，也要以身作则。”［6］673 家庭是儿童的

第一所学校，父母的言传身教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陈

鹤琴不仅从儿童心理发展角度阐述父母以身作则的重

要性，更大力倡导父母在家庭中实施以身作则的榜样示

范式劳动教育。具体而言，父母首先要主动积极地参与

家庭劳动，为儿童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激发儿童参与

家庭劳动的热情与意愿。其次，父母应有效引导儿童自

主参加家庭劳动，给予儿童更多家庭劳动机会，让儿童

在家庭劳动中体验劳动乐趣、提升劳动技能、培养劳动

习惯。此外，父母还要端正对于家庭劳动的认识，树立

以辛勤劳动为荣的态度，以实际行动引导儿童树立正确

劳动观，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实现劳动意识启蒙与劳动

情感培育。

（三）潜移默化的环境熏陶式劳动教育

陈鹤琴认为：“小孩子生来大概都是好的，但是到了

后来，或者是好，或者是坏，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6］636

陈鹤琴对儿童天性的认识及对环境价值的强调显然受到

卢梭及杜威等人的影响，加之其认为儿童具有“好模仿”

的心理发展特征，故此提出“做父母的一方面要以身作

则，一方面还要替他选择环境以支配他的模仿”。家庭教

育中，陈鹤琴着重强调为儿童营造五个方面的良好环境，

依次为游戏的环境、劳动的环境、科学的环境、艺术的环

境和阅读的环境。劳动环境的营造集中体现了陈鹤琴倡

导的环境熏陶式劳动教育思想。在劳动环境营造上，陈

鹤琴首先批评了“平时做父母的总喜欢自己劳动而不愿

小孩子去帮助他们”的社会现象，继而强调“做父母的主

要工作是培养儿童自己劳动的习惯，培养儿童自己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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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父母应尊重儿童劳动的权利，相信儿童自主的

能力，诸如吃饭、扫地、叠被，甚至浇花、洗衣、烧饭种种活

动，在可能范围内，父母应当让小孩子有劳动的机会来发

展他做事的能力［6］639。环境熏陶式劳动教育不仅需要父

母有为儿童创造适宜家庭劳动环境的智慧，更需要父母

能够切实尊重儿童人格、充分相信儿童能力，善于激励、

敢于放手。

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对儿童身心发

展规律的科学研究之上，建立在对劳动教育价值意义的

充分把握之上，是其家庭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同

时，陈鹤琴关于劳动教育的见解不仅全面深刻，而且密切

联系实际，富有操作性［10］。陈鹤琴家庭劳动教育思想在

内容构成上主要涉及核心内涵、基本原则与实施路径，在

呈现形式上主要以鲜明观点与生动案例相互支撑，贯穿

其中的是陈鹤琴始终坚守的科学精神、人文关怀、本土立

场与世界眼光。陈鹤琴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开拓者与奠

基人，其家庭劳动教育思想在当下虽不宜直接套用，但其

内在蕴含的科学精神与实践智慧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反

思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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