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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劳动主题绘本的内容分析及教育启示

——基于NVivo11.0的编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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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教育对幼儿劳动素养的提升、身心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幼儿劳动主题绘本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劳动的情境、过程和

结果，为开展幼儿劳动教育提供了丰富且重要的资源。基于扎根理论，利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0对我国公开出版的57本幼儿

劳动主题绘本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劳动主题绘本内容涉及劳动的过程要素、结果要素以及成人的劳动教育三大核心节点。

绘本内容对于开展幼儿劳动教育具有重要启示：积极运用绘本增强幼儿劳动意识；全面创设劳动机会开展劳动实践；密切结合幼

儿生活选择适宜的劳动内容；引导幼儿关注劳动的过程与结果；成人应在幼儿劳动中扮演智者角色以及充分发挥劳动的综合育

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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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主题绘本阅读

An Analysis of Labor-themed Picture Books and Their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 Coding Analysis based on NVivo 11.0

WANG Ming1, WANG Yin-ling2

（1. Yantai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Yantai 264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Educac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labor compe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hildren’s labor-themed picture books show the situation,
process and result of labor, which provide rich and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children’s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NVivo 11.0 to code and analyze 57
children’s labor-themed picture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 of labor-themed
picture books involves three core nodes: process elements, result elements and adult labor education. The
content of picture book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abor education: properly
selecting labor-themed picture books to enhance children’s labor awareness; comprehensively creating labor
opportunities to carry out labor practice; helping children to select appropriate labor content; guiding childre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labor; adults being intelligent labor educator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labor in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labor education; children’s labor-themed pictur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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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3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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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调：

“劳动教育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

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1］由此可

见，劳动教育意义重大。同样，劳动教育对幼儿的发

展也至关重要。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幼儿身体、智力、

个性和审美观的发展［2］；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提升

解决问题、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角色的认知水平［3］；

激励幼儿发扬劳动精神、崇尚并尊重劳动［4］。幼儿劳

动教育是指支持幼儿在亲历实践和动手操作的过程

中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体力和智力改造外部世界，

从而获得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习惯、劳动意识和

劳动情感等方面发展的一种教育活动［5］。幼儿劳动

教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陈鹤琴针对幼儿劳动教育的

内容从参加简单的劳作活动（自我服务性劳动、公益

性劳动、种植饲养活动）和认识成人劳动两方面进行

划分［6］；也有研究者从参加简单劳作活动的角度出

发，将幼儿劳动教育内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自我服

务、为集体服务、种植饲养以及手工的劳动［2］。综上，

劳动教育对幼儿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和劳动素养的养

成至关重要，种类丰富的劳动教育内容也为幼儿劳动

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绘本也称图画书，是由文字和图画一起组成的一

个完整故事［7］59-61 。幼儿劳动主题绘本是指以学前儿

童为阅读主体，以图画和文字为载体，以幼儿或动物

的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图画书。绘本可以促进幼儿认

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情绪情感

的发展［8］。绘本中颜色丰富的画面和简练清晰的语

言不仅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与认知水平，而且可以引

起幼儿的有意注意、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

作为幼儿劳动教育重要资源之一的绘本，在幼儿

劳动教育中蕴含着巨大的价值。然而，目前幼儿劳动

主题绘本内容的分析十分欠缺且关注度不够①，无法从

已有文献中获取我国关于幼儿劳动主题绘本的基本内

容和信息。对此，针对绘本具有多方面价值的属性，本

研究基于劳动教育的视角选取幼儿劳动主题绘本对其

内容进行分析，侧重于绘本的思想性，为挖掘绘本的教

育价值、指导家长和教师的劳动教育奠定基础。

二、研究方法

（一）绘本的选择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收集幼儿劳动主题绘

本。线上通过查阅各大售书网站（淘宝、亚马逊、京

东、当当网、孔夫子旧书网、老约翰绘本馆）以及通过

微博、微信公众号、百度、搜狗等方式；线下通过走访

天津市几家出名的绘本馆和书店进行绘本的收集，将

搜集到的绘本仔细筛选，剔除不适合的绘本后共计57

本绘本，见表1。

（二）绘本的解读

首先，将绘本分别由两名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进

行图文并茂地解读，形成各自的最初解读稿。其次，

比较两者最初解读稿，标记出两者语义相同的内容，

将其直接纳入最终分析稿中；对于不同点经两人商讨

取一致性意见后，继续纳入分析稿中。最后，由最初

解读稿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经商讨后共同认同的内容

形成最终分析稿。

（三）绘本内容的编码

本研究通过运用QSR-NVivo11.0 质性分析软件

进行处理和分析。NVivo11.0 软件主要依托于扎根理

论，是基于编码的定性研究方法［9］，研究者在研究之

前，要搁置自身的倾向与先前想法，不预先建立理

论假设，而是从已有资料中归纳概括出概念和命

题，之后建构理论，是在经验事实上抽象概括出理

论。［10］327 将57本幼儿劳动主题绘本的最终分析稿，

导入NVivo11.0软件中，逐篇逐句精读，将与幼儿劳动

相关的文本进行开放编码（建立自由节点）、主轴编码

（建立树状节点）以及选择编码，最终形成3个核心节

点，共计1178个参考点，见表2。

（四）编码的信度分析

为了保证编码的信度，研究者进行他人的百分比

同意度和自身内部一致性的信度检验［11］222-224 。首先,

研究者自身间隔26天后，对同一份材料进行编码并进

行编码比较，编码一致性的比例为95.18%。其次，请

一名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对相同材料进行编码并与

研究者的编码进行比较，计算出两者的编码一致性的

比例为90.3%。可见，编码信度较好。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劳动的过程要素

1.劳动的主体

劳动主体分为动物和人物，主人公为动物的有37

篇，人物的有20篇。动物的主人公以小老鼠、小熊、兔

子和小狗等幼儿熟悉的动物为主，例如《田鼠阿佛》

《蚂蚁和西瓜》《小红母鸡》等绘本，这些小动物是幼儿

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且喜欢的，在绘本中以动物形象

呈现更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引起幼儿的阅读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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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幼儿劳动主题绘本的核心节点编码

核心节点

劳动的过程要素

劳动的结果要素

成人的劳动教育

合计

参考点数

810

249

119

1178

树状节点

劳动主体

劳动地点

劳动原因

劳动内容

劳动困难

劳动品质

劳动的心理体验

劳动的直接结果

劳动的间接结果

劳动中成人的角色与行为

参考点数

57

57

76

260

57

119

184

147

102

119

1178

材料来源

57

57

57

57

27

42

54

57

57

38

57

表1 绘本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书名

《14只老鼠大搬家》

《14只老鼠捣年糕》

《14只老鼠挖山药》

《14只老鼠洗衣服》

《14只老鼠种南瓜》

《阿立会穿裤子了》

《阿利的红斗篷》

《爱劳动的松鼠三兄弟》

《安娜的新大衣》

《巴巴爸爸建新家》

《妈妈，买绿豆》

《超级小厨师》

《宠物真麻烦》

《大红狗的春季大扫除》

《丹利的菜园》

《当厨师》

《田鼠阿佛》

《收拾屋子，一点儿都不难》

《古利古拉大扫除》

《古利和古拉》

《海里的巢儿》

《家务一起干》

《今天我值日》

《劳动真快乐》

《乱糟糟的房间》

《乱糟糟可不行》

《乱作一团》

《妈妈，我可以的》

《博恩熊和他乱糟糟的房间》

序号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合计

书名

《麻烦的家务活》

《玛蒂娜做家务》

《蚂蚁和西瓜》

《妹妹的大南瓜》

《米拉的大秘密》

《米米玩收拾》

《派乐的新衣》

《勤劳的工蚁》

《收拾房间》

《第一次上街买东西》

《富兰克林是小邋遢》

《我和爸爸一起去买菜》

《我和爸爸一起做家务》

《我会刷牙》

《我会自己穿衣服》

《我是小花匠》

《小红母鸡》

《小玻给爸爸烤生日蛋糕》

《小老鼠忙碌的一天》

《小威利做家务》

《小小的早餐》

《小小动物饲养员》

《小薏养了一只小乌龟》

《照顾小狗真难》

《小海狸种扁豆》

《小海狸烤蛋糕》

《小海狸缝围裙》

《朱家故事》

5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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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人物的主人公则是小孩子或小孩子与家人、同

伴，例如《我是小花匠》《妈妈买绿豆》《超级小厨师》

等。以小孩子作为劳动主体可以让幼儿感同身受，情

节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使幼儿快速融入

到故事的主题和情节中。

2.劳动的地点

劳动地点可分为家庭（43个）、学校（1个）和社会

（13个）。可以看出，绘本中劳动地点分布的不均衡

性，以劳动地点家庭和社会为主，很少涉及到在幼儿

园中的劳动。家庭是幼儿经常劳动的地点，例如绘本

《小威利做家务》《我会刷牙》《朱家故事》等。绘本中的

劳动地点为幼儿园的仅有一篇，即绘本《今天我值

日》。除家庭、学校以外的环境都归属于社会，绘本中

的社会环境包括街道、菜市场、森林、园地、动物园等。

例如绘本《爱劳动的松鼠三兄弟》劳动地点是马路；《丹

利的菜园》劳动地点是菜地。可见，家庭中的劳动日常

化，幼儿园的劳动规范化，社会的劳动较多样化。

3.劳动的原因

劳动的原因总共编码76次，包括满足自身需要

（29）、自然后果（20）、帮助他人（16）、给他人带来惊喜

（5）、体恤他人的辛苦（3）、值日生制度（1）、比赛（1）和

游戏（1）。例如，绘本《安娜的新大衣》中：“冬天来了

安娜需要一件新大衣。那件她穿了许多年的蓝色大

衣已经磨破了。”是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劳动；《乱

糟糟可不行》里：“当当的家已经被碎纸和布头塞得满

满的，当当实在受不了啦，决定收拾房间。”主人公体

会到不劳动的后果和危害后而主动劳动，将这种原因

概括为自然后果；《收拾房间》中：“鸭妈妈在客厅收拾

起来，小脚鸭侧头看着鸭妈妈打扫客厅，心想:妈妈给

我做饭已经很辛苦啦，现在吃饭时间还要收拾房间，

我真不懂事！”小脚鸭由于体恤到妈妈的辛苦而主动

收拾自己的房间。

综上，影响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劳动既可以

由自身引起，也可以由外在因素产生，而不同劳动的

起因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劳动。

4.劳动的内容

幼儿的劳动内容具有多样性，经编码分析将劳动

内容分为：自我服务劳动、为集体服务劳动、种植饲养

以及手工劳动。

劳动内容总共编码260次，包含自我服务劳动

（29）：整理自己的玩具和物品、洗澡、洗脸、刷牙、收拾

自己房间等与生活自理能力相关的劳动内容；为集体

服务劳动（118）：摆餐桌、擦玻璃、买东西、扫地、做饭、

洗碗、洗衣服、收垃圾等等；手工劳动（52）：编织与缝

纫；种植饲养劳动（61）：播种、浇水、拔草除虫、采摘、

喂养动物、卫生清洁、照顾动物睡眠休息等等。例如

《宠物真麻烦》中，小熊哥哥和妹妹通过制定养狗计

划、办理注册证、给小狗起名字、喂食、卫生清洁、散

步、照顾小狗睡眠休息等活动来饲养小狗，从中也获

得了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在丰富多彩的劳动内容中，也贯穿着劳动知识与

技能的学习与使用，使幼儿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

服务集体与社会以及照顾动植物的基本劳动能力。

5.劳动的困难

劳动困难是指主人公在劳动中所遇到的阻碍和

挫折。劳动困难总共被编码57次，包括他因导致的劳

动困难：外界不可控因素（22）、他人的不支持（12）和

自身原因导致的困难：自身粗心（9）、缺乏相应的劳动

知识与技能（6）、自身紧张（3）、争吵（3）和厌倦劳动

（2）。例如，绘本《妹妹的大南瓜》中：“可是妹妹的大

南瓜实在太大了怎么运回去呢？”是他因中外界不可

控因素所带来的困难；《第一次上街买东西》里：“老板

娘把两块钱交给小慧，她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妈妈在

出门的时候叮嘱她记得把钱找回来，这一紧张就给忘

记了。”是自身紧张带来的劳动困难。

由此可见，困难的产生既有外在因素、又有自身

原因，劳动中难免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难，劳动的过

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6.劳动品质

本研究的劳动品质是主人公在劳动的过程中所

形成或体现出的品质。劳动品质总共建立119个参考

点，包括仔细认真（25）、合作团结（17）、坚持不懈（16）、

吃苦耐劳（12）、乐于思考（6）、坚强勇敢（7）、分工协作

（7）、乐于助人（4）、分享劳动成果（4）、脚踏实地（3）、尽

职尽责（3）和自信（3）。例如，《小海狸烤蛋糕》中：“小

海狸烤蛋糕之前，要先认真的把做法读一遍。然后检

查一下，看看要用的材料是否都准备好了。”体现的是

劳动中仔细认真的品质；绘本《妈妈买绿豆》里：“一天

两天三天……阿宝每天都要去照顾它并给它浇水。”

体现劳动中坚持不懈的品质。

劳动能够促进幼儿诸多品质的形成，有利于培养

幼儿勤俭、奋斗、奉献、创新等劳动精神与高尚品格，

对幼儿健康人格的养成大有裨益。

7.劳动的心理体验

劳动的心理体验是指在劳动中所伴随劳动主体

的心理感受，总共编码191次，节点包括开心、难过伤

心、紧张、着急、劳动有趣、劳动不易、劳动后有回报和

劳动中自己很棒，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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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已有绘本中主人公的劳动以开心、劳

动有趣等积极的情绪体验为主，但也可能会伴随着

急、难过、紧张等消极情绪的出现，这些情绪情感的体

验有利于幼儿品尝劳动中的酸甜苦辣。可见，心理体

验伴随着劳动而产生，劳动主体在劳动中可以形成热

爱劳动的情感与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二）劳动的结果要素

1.劳动的直接结果

劳动的直接结果是指主人公在劳动结束后获得

劳动成果或他人给予的物质回报以及劳动结果的好

坏。经编码分析，物质上的回报包括金钱和物质回

报物，劳动结果的好坏包括好的结果与不好的结

果。劳动的直接结果总共建立了147个参考点，其

中，好的结果（74）、不好的结果（4）、物质回报（68）和

金钱回报（1）。

劳动结果有好有坏，劳动好的结果即劳动成果，

例如《家务一起干》中，小熊一家人把房间收拾得干干

净净；《蚂蚁和西瓜》中蚂蚁们将大西瓜搬回家并吃到

了可口的西瓜等。在57本绘本中有2本绘本中的劳

动结果是不好的，分别是《大红狗的春季大扫除》中：

“大红狗晒地毯时抖得很厉害以至于抖断毛毯、用舌

头舔玻璃导致玻璃变花、一口气将扫好的叶子全部吹

散”以及《小薏养了一只小乌龟》中小薏饲养的小乌龟

最后去世了。劳动不好的结果是劳动中必要的挫折，

究其原因在于劳动主体缺乏正确的劳动知识与技

能。可以看出，在劳动中大多会获得积极正向的结

果，也可能产生消极结果，但是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

加以预防与改正。

物质上的回报主要指他人给予的物质回报物，例

如，《爱劳动的松鼠三兄弟》中，小松鼠们通过帮山羊

爷爷推车获得了爷爷奖励的苹果等。57本绘本中以

金钱作为劳动回报的只有《我是小花匠》中提及：“邻

居们旅行回来了，他们付给汤米看花的钱并领回了自

己的花。”这表明在绘本中较少出现以金钱为导向的

物质回报物，这与现实生活中是相符的。一方面，学

龄前儿童经验的获得主要基于直接或间接感受，在劳

动过程中可以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满足自身归属与

爱的需要，而不必是物质的回报；另一方面，物质的回

报物与金钱的差别在于，物质回报物是被帮助的人对

于幼儿劳动的肯定与感谢，更为具象，金钱虽也有感

谢与肯定的意味，但缺少了“人情味儿”，更倾向于劳

动与回报的等价交换，并不是儿童真正需要的。长期

以往，会导致孩子形成“干活必须给钱”等不好的习

惯，变得“唯利是图”，从而抹杀了孩子对于劳动的兴

趣与热爱。

2.劳动的间接结果

劳动的间接结果是指通过劳动间接给主人公带

来精神上的收获，即劳动态度的形成。劳动的间接

结果总共编码102次，具体包括积极主动的劳动态度

（46）、不愿意劳动转变成积极主动的劳动态度

表3 劳动的心理体验相关节点及典型案例

劳动的心理体验

开心

劳动有趣

难过伤心

紧张

着急

劳动不易

劳动后有回报

劳动中自己很棒

参考点数

145

18

7

5

4

4

2

2

绘本中的典型案例

就这样米米学会了收拾玩具，她高兴地朝妈妈笑道说：“我给玩具找到家啦！”

（《米米玩收拾》）

回到家，我高兴地抱住爸爸并对爸爸说道：“哇！爸爸，买菜好有趣呀！”（《我和

爸爸一起去买菜》）

“对不起”勇太低着头说到。被知子这么一说勇太更加伤心了。垃圾袋越来越

重，知子又不肯和他一起拿，勇太难过极啦。（《今天我值日》）

小慧的心紧张地直跳，老板娘回过头，这次她的眼睛也和小慧的眼睛对上了。

小慧紧张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眼睛也眨呀眨。（《第一次上街买东西》）

小慧心里很着急，为什么老板娘没有注意到我呢？（《第一次上街买东西》）

天气好的时候豆粒鼠还和麻雀一起去豆子地里，翻开草寻找遗漏的豆粒。每一

次新的发现都给他带来惊喜，这是他和妈妈辛辛苦苦种出的果实呀！每一颗都

是珍贵的，他小心的把豆粒带回了家。（《劳动真快乐》）

回家后，小松鼠们都说：“我们通过劳动收获到的东西让我们好富有呀！”（《爱劳

动的松鼠三兄弟》）

威利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好棒好棒哟！（《小威利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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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例如《我会刷牙》《我会自己穿衣服》均是主人

公自己主动尝试刷牙、穿衣服；而《富兰克林是小邋

遢》中，富兰克林起初不喜欢做家务，直到脏乱的房

间让他找不到自己心爱的玩具时便开始打扫卫生，

并养成主动收拾房间的好习惯。可见，外在的某些

因素与条件可以间接促使幼儿劳动态度发生积极性

地转变。

综上，最终劳动主人公均存在着积极主动的劳动

态度，侧面反映出主人公对劳动的热爱之情。

（三）成人的劳动教育

成人的劳动教育在绘本中表现为劳动中成人的

角色与行为，总共建立119个参考点，分别包括以下自

由节点：赞扬、帮助与引导、鼓励、关心、支持、陪伴、安

全教育、敢于放手让孩子去做和包容。可以看出，幼

儿劳动中成人角色具有多样性，绘本中成人扮演的都

是积极正向的角色，没有消极角色的出现，见表4。

表4 成人的劳动教育相关节点及典型案例

由此可见，成人是幼儿劳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

导者和陪伴者，幼儿劳动教育中渗透着安全教育、赏

识教育等，作为成人应扮演好在幼儿劳动中的角色，

为幼儿的劳动提供更加适宜的外在环境。

综上所述，对57本绘本内容进行编码发现:绘本

以劳动的过程、结果以及成人的劳动教育为主线，展

现出一个生动有趣的劳动故事。其中，劳动的过程要

素占比最大，这表明在幼儿劳动中以做劳动、解决劳

动中的困难以及获得劳动心理体验为主；劳动的结果

要素体现出付出劳动后会有结果与收获；成人的劳动

教育体现出绘本中大部分的成人都在适宜地参与到

幼儿的劳动中去。可见，绘本中展现出诸多劳动相关

的信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四、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一）积极运用绘本增强幼儿劳动意识

绘本中形形色色的劳动主体以及丰富多彩的劳

动实践有助于幼儿劳动意识的培养和形成。一方面，

绘本中劳动主体的角色鲜明生动且符合幼儿的心理

特点，综合呈现出会劳动、爱劳动、能干的劳动小能手

成人的劳动教育

赞扬

帮助与引导

鼓励

关心

支持

陪伴

安全教育

敢于放手让孩子去做

包容

参考点数

46

30

10

9

7

6

6

4

1

典型案例

妈妈摸着小黑的头说道：“小黑，你真棒！你的房间不再乱糟糟的了！”（《乱糟

糟的房间》）

“你们真是乖孩子!”妈妈拥抱了孩子们，她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玛蒂娜做

家务》）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小狗，小熊兄妹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所以熊爸爸和熊

妈妈决定去一趟图书馆，他们带回来一本《照顾小狗》的书。（《宠物真麻烦》）

妈妈临走之前嘱咐过玛蒂娜：“千万别忘了给它们喝点东西哦。”（《玛蒂娜做家

务》）

在大家的热心鼓励下，丹利觉得好温暖，她擦了擦眼泪，重新振作起来。（《丹利

的菜园》）

“宝贝，爸爸看着你切菜。”（《当厨师》）

原来鸭妈妈全程在观察小脚鸭刷牙呢。（《我会刷牙》）

“看来这只狗没有主人，我们可以养着它吗？”，妈妈犹豫了一下说：“好吧，我们

可以在找到它的主人之前收留它。”（《照顾小狗真难》）

妈妈陪着米米一起收拾玩具，米米将玩具分门别类地整理放好。（《米米玩收

拾》）

“宝贝儿，做饭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刀子尖尖会扎人，大火呼呼更吓人。”（《当

厨师》）

爸爸说：“既然丹利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就让她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吧。”（《丹

利的菜园》）

哦，天哪，玩偶小猪差一点就被吸了进去。“任何人一开始都会这样的。”（《小威

利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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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他们伴随着幼儿的成长，成为幼儿童年生活的

小伙伴，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劳动实践，从而

增强幼儿的劳动意识；另一方面，幼儿通过观察、模仿

绘本中不同的劳动场景，体会劳动过程的酸甜苦辣、

享受劳动带来的乐趣，激发幼儿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例如，《今天我值日》中主人公勇太在担任值日生时从

紧张、难过、失望到自信地大声说话以及被老师赞扬

时开心与兴奋，让小读者的心情随之跌宕起伏，更容

易产生情感共鸣。认真负责的勇太也在幼儿做值日

生时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总之，劳动绘本的有效阅

读有助于幼儿在生活中善于发现劳动的契机，做到眼

里有活、手中有事，积极主动地参与劳动。

（二）全面创设劳动机会开展劳动实践

从已有绘本内容的分析中可知：影响劳动的原因

是多元的，包括满足自身需要、值日生制度、比赛、游

戏等。在增强幼儿劳动意识的同时，家长和教师可以

结合劳动的原因以及幼儿现有的水平帮助幼儿创设

适宜的劳动机会，丰富幼儿的劳动实践。第一、家长

和教师可引导并鼓励幼儿独立完成生活常规劳动，提

高生活自理能力。第二、幼儿园应科学地实施值日生

制度，规范地制定值日规则、精心地布置值日环创，激

励幼儿在一日生活中以身作则、尽职尽责地劳动。第

三、家长和教师可设置一些具有竞争情节的劳动活

动，如举行叠被子、穿衣服大赛、种植大比拼等，以激

发幼儿参与劳动的兴趣。第四、家长和教师可将劳动

游戏化，例如《我和爸爸一起做家务》中，将每一种家

务活视作一个小游戏（拖把变马儿、爸爸胳膊当衣

架），这不仅激发幼儿参与劳动的兴趣，而且潜移默化

地培养其劳动能力，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可见，幼

儿劳动的机会无处不在，成人要善于抓住并创造幼儿

劳动的机会，合理开展劳动实践。

（三）密切结合幼儿生活选择适宜的劳动内容

绘本中的成人帮助幼儿选择劳动内容时，一方面

通过结合幼儿生活挖掘出丰富的劳动内容；另一方

面，选择的劳动内容难度适宜且符合幼儿的最近发展

区。实际上，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的教育建议部分，也提出要密切结合幼儿

实际生活选择劳动内容的要求，如：“引导幼儿生活自

理或参与家务劳动，发展其手的动作。如练习自己用

筷子吃饭、扣扣子，帮助家人择菜叶、做面食等。”［12］295

从贯彻落实《指南》精神角度以及结合绘本分析获得

启发；成人应密切结合幼儿的实际生活选择适宜的劳

动内容。因此，成人应从幼儿的家庭、幼儿园和社会

生活入手，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认知水平、已有

经验、自身需要及兴趣选择适宜的劳动内容。例如，

自己起床穿衣、洗手如厕、收拾自己的玩具和房间等

自我服务的劳动；扫地拖地、洗衣做饭、帮助父母买东

西等家务活动以及为集体整理玩教具、发放碗筷和学

习材料等为集体服务的劳动；种植花草树木、饲养小

动物的劳动以及缝纫、编织、帮助老师制作玩教具、进

行环境的创设等手工活动。在多样的劳动内容中锻

炼幼儿，提升幼儿的劳动素养。

（四）引导幼儿关注劳动的过程与结果

成人应引导幼儿珍惜并享受劳动过程，客观地看

待劳动结果。劳动结果不一定都尽如人意，例如绘本

《小薏养了一只小乌龟》《大红狗的春季大扫除》。因

此，成人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时，一方面，教育幼儿珍

惜并享受过程，引导幼儿懂得劳动的关键在于劳动过

程，并能在过程中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形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另一方面，教导幼儿正

确地看待劳动结果，让幼儿知晓劳动的结果有好有

坏，劳动不一定有收获，但是不劳动一定没有收获，要

拒绝不劳而获，当出现消极结果时也要冷静分析产生

的原因。同时，成人也要将目光放远，多关注幼儿劳

动过程中劳动态度的形成和习惯的养成，重视劳动过

程本身。

（五）成人应在幼儿劳动中扮演智者角色

对57本绘本内容分析发现：在幼儿的劳动中，成

人并没有包办代替或放任幼儿的劳动，综合呈现出一

个智慧的劳动教育者的形象。因此，成人在幼儿劳动

中应扮演好智者角色。首先，成人需要根据孩子的能

力判断可以从事的劳动，适当地放手，让幼儿进行独

立的实践与劳动。例如，《丹利的菜园》中爸爸面对渴

望种菜的丹利，认为丹利长大了具备了种植的基本能

力，选择相信孩子，放手让丹利去经营自己的菜园。

其次，成人在放手的同时，进行适宜的安全教育并提

供必要的陪伴和支持。例如，《当厨师》中熊爸爸在允

许小熊独立做饭的同时，还在不断提醒孩子安全用

火、小心用刀；《宠物真麻烦》中熊爸爸和熊妈妈发现

小熊兄妹缺乏照顾小狗的经验时，主动提供给他们书

籍进行学习。可以看出，成人在幼儿劳动中放手但不

放任，提供必要脚手架的支持，以保证幼儿劳动顺利

地进行。最后，当幼儿独立完成劳动时成人要及时肯

定，给予幼儿精神鼓励，这些鼓励多为言语上具体的

赞扬，可以提高幼儿的自我效能感，激励幼儿更加热

爱劳动。例如，《乱糟糟的房间》中，妈妈针对小黑收

拾出的干净整洁的房间进行具体的言语表扬。对此，

成人要在幼儿劳动中发挥好自己的角色，既不包办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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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又不袖手旁观，做一个智慧的劳动教育者。

（六）充分发挥劳动的综合育人作用

劳动有利于幼儿德智体美的全面和谐发展，具有

综合育人的价值。首先，在劳动中学习和使用的相关

知识与技能，可以丰富幼儿已有经验、提高认知水平，

并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为集体服务的利他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其次，幼儿在劳动中能够得到大运动、精

细动作的锻炼，增强体质，并且劳动的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在解决困难中可以潜移默化地提高幼儿的抗挫

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工匠精神等

劳动品质。最后，幼儿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劳

动回报的同时，体悟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光荣，帮

助幼儿形成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树立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

总之，幼儿劳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参与劳动

的过程是体育的过程，有利于幼儿身体素质的提高；

参与劳动的过程是智育的过程，有助于幼儿经验的获

得以及劳动知识与技能的提升；参与劳动的过程是德

育的过程，能够培养幼儿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等品质；

参与劳动的过程也是美育的过程，有利于幼儿发现

美、欣赏美和创造美。幼儿劳动主题绘本是这项系统

工程的重要一环，其包含的劳动教育价值应得到家长

和教师的重视。

［注释］

①经查阅资料发现，目前国内对于幼儿劳动主题绘

本的内容研究仅有两篇，即吴淑琴、戴至君（2005）对幼儿

劳动主题绘本《古利和古拉》系列作品进行创作特点的分

析；王银玲（2020）从家庭劳动教育的角度以绘本《第一次

上街买东西》为例分析，得到影响家庭劳动教育过程的五

大要素。（参见吴淑琴, 戴至君.日本绘本《古利和古拉》系

列绘本之分析研究［J］.儿童文学学刊，2005(14):47-73. 王

银玲.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过程的微观分析——以绘本《第一

次上街买东西》为例［J］.教育观察,2020,9(4):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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