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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发”到“自觉”：回归生活的幼儿园劳动教育

摘要：幼儿园缺乏对“劳动与生活的关系”的深入思考，使幼儿在“碎片化”“浅表化”“割裂式”的

生活状态下劳动，导致幼儿的自发性劳动意识日渐消弭，呈现出“邀赏式劳动”“游戏式劳动”“任务

式劳动”三种样态。要纾解此种困境则需要让幼儿在“忠于生活”“深入生活”以及“整合生活”的劳动

中享受劳动成果，提升劳动体验，形成劳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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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 就是人们在不理解客体的本质和规律

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做出一些行为，是一种不自

知而为的状态。“自觉”是主体在对客体有清醒的觉

知和清晰的认识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一些行为，是意

识参与后自知而为的状态。幼儿生来具有自发性的

劳动意识，但只有通过自觉的劳动，形成稳定的劳

动素养才能帮助幼儿生成自我价值， 获得自我承

认，确立自我意识，也才能拓展幼儿的精神生活，为

幼儿走向未来的良善生活做好精神上的启蒙。与此

同时，从“自发”到“自觉”，二者的转换并不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自然完成的，需要将幼儿园劳动教育作

为转换的枢纽与桥梁，而“生活”则是实现这一转变

的现实场域。 生活既是幼儿劳动的真实场域，也是

劳动教育的始基与旨归。 遗憾的是，当前幼儿园的

劳动教育脱离生活本真， 致使幼儿的劳动呈现出

“邀赏式劳动”“游戏式劳动”“任务式劳动” 三种样

态。 究其根本，是丧失了对“劳动与生活的关系”的

深入思考，脱离了“生活”这一实践场域，才阻滞了

幼儿的自发的劳动意识转为自觉的劳动素养。 因

此，促使幼儿园劳动教育回归生活是打破“自发”与

“自觉”之间壁垒的症结与关键。

一、幼儿劳动的普遍问题：自发性劳动
意识日渐消弭

人自我存在的本质力量需要在对象化的活动

中自我创造、 自我生成才能确证自我存在的理由。

劳动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独有的、自觉的对象化实

践。 [1]劳动是人的天性，人通过劳动改变世界，通过

劳动体现着自我的力量，其天生具有自发性的劳动

意识。 劳动教育对于个体而言，不仅具有工具性的

外在价值，更具有存在性的内在价值。 劳动中幼儿

可以获得自我确证，感知自我能量，完成自我创造。

劳动教育作为教化的形式，无疑对于丰盈幼儿的精

神世界具有积极的作用。 [2]遗憾的是，当我们审视生

活却发现，幼儿内发的劳动意识正日渐消弭，逐渐

被外在强化物所替代，呈现出“邀赏式劳动”“游戏

式劳动”“任务式劳动”等三种样态。

（一）邀赏式劳动

邀赏是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外部需要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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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符合客体期望的行为，有着明显的、特定的目

的性。 幼儿的“邀赏式劳动”具体可分为“精神需要

的满足”和“物质需要的满足”两种类型，是幼儿为

获得成人的赞扬或奖励而做出的劳动行为，大多数

表现为他者在场的表演性行为。 与此同时，成人作

为幼儿需要的满足方就是这场表演的观众。正如我

们所观察到的，幼儿在幼儿园里为获取教师的赞扬

很积极地擦餐桌， 而这种主动性在回家后消失殆

尽。此时，劳动作为获得赞扬的手段，彰显了劳动的

工具性价值而遮蔽了其对于个体的存在性价值。此

种外部动机驱动下的劳动，不仅使幼儿漠视劳动过

程，忽视劳动结果，而且随着外在需要被满足，与之

相伴随的劳动行为也将消失。 因为，此时的幼儿仅

仅关注成人的评价，其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满足感直

接与权威的评定结果相关而非劳动本身。 直言之，

就算幼儿的劳动状态、劳动结果不尽人意，但只要

能得到成人的认可就能让幼儿获得满足。此种状态

下，凝聚着个体知识、意志、情感、体力的劳动成果

被忽视，并连带由其产生的自我意识、自我确证也

被冲蚀和模糊化。

（二）游戏式劳动

所谓游戏式劳动，只是名为劳动，实则为游戏，

徒有劳动空名而已。 在此种形式的劳动过程中，幼

儿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劳动行为却有着积极的游戏

性体验。 遗憾的是，幼儿的此种积极的情绪体验与

所表现的主动性并不是建立在对劳动的理解、承认

与践行的基础之上，而是将其视为披着劳动外衣的

游戏。 也即是说，游戏式劳动不是指充满游戏性体

验的劳动活动，而是将劳动异化为纯粹的游戏的活

动。 具体表现为，活动过程中幼儿的情绪体验度极

好，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很强，但并没有劳动意识、劳

动行为以及产生劳动结果。 譬如，幼儿对于洗碗这

件事热情极高，但其实整个过程都在玩水、玩泡泡，

并没有意识到洗碗是一项“劳动”，也没有产生洗碗

这一行为，最终导致碗还是没有洗。由上可知，劳动

行为的缺失直接导致劳动体验的缺乏，在这种形式

的劳动中， 幼儿的情绪体验和劳动本身毫无关联，

完全错失了通过自身自由、自为、自觉的劳动来体

验存在的价值感、主体性的意义感，以及以此不断

超越、塑造和丰富自我的机会。 此种形式的劳动完

全丧失了其所承载的教育价值与意义，或许在成人

看来是劳动，在幼儿眼中却只是游戏。长此以往，幼

儿并不能获得劳动的知识与能力以及对劳动价值

的正确认识和积极态度，最终造成劳动教育的工具

性价值与存在性价值的双重缺失。

（三）任务式劳动

不同于邀赏式劳动和游戏式劳动，任务式劳动

是纯粹依靠外部动机驱动的， 是幼儿在成人的安

排、要求下所进行的一种劳动。 此种形式的劳动有

一定的劳动意识并进行相应的劳动行为，也产生一

定的物化的劳动结果，但由于幼儿将劳动视为满足

成人的需求，顺从成人的意愿，导致其劳动认知偏

差、劳动体验性差以及劳动结果质量不高。譬如，幼

儿仅仅将“倒垃圾”这件事的目的和意义理解为“只

要我完成就可以在家园联系册‘做家务’那一栏盖

一个小印章”。在如此认知下，幼儿只注重劳动行为

的完成，忽视劳动过程的体验，漠视劳动结果的质

量。可以想见，长此以往，由于幼儿不能形成正确的

劳动观念、良好的劳动态度，不能感受劳动带来的

自我确证感， 其结果必将导致劳动内源力的丧失。

于幼儿而言，劳动演变成一件极其重要却唯独与劳

动本身无关的一件事。 更值得担忧的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由于内部动力的消退，成人权威的式微，幼

儿自发性劳动意识逐渐消弭，幼儿的劳动行为势必

将日渐减少甚至消失。

二、自发性劳动意识日渐消弭的原因：
背离真实生活

劳动与生活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劳动可以理

解为在生活实践视域下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发挥

劳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现实生活世界，实现

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相互作用。 换言之，劳动萌

发于生活之中，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是劳

动实践的场域，又是劳动的目的和意义。 缺失了生

活这个实践场域，劳动也将失去其对于人的自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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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发展的意义。 久而久之，人因不能在劳动中确

证人的主体性和生命本质力量而丧失其与生俱来

的自发性劳动意识[3]。

（一）碎片的生活致使幼儿劳动成果残缺

生活即教育，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中时时皆教

育，处处皆教育。为保证幼儿全面发展，幼儿园的时

间安排表详细且精确地安排至每时每分，甚至包括

对喝水、上厕所的安排。毫不讳言，幼儿园的一日生

活显而易见地呈现出机械化和碎片化，以至于使教

师和幼儿双双沦为受其反制的异化的人。 除此以

外， 囿于身心二元论的逻辑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

缚，人们将劳心与劳力、智力与身体、理性与经验、

认知与情感相割裂[4]，致使在精细化、碎片化的生活

状态下，劳动教育被边缘化而让位于其他方面的发

展，使幼儿的劳动不完整，劳动成果残缺。 譬如，在

“打扫车区”的活动中，幼儿并未将车区的落叶捡拾

干净，劳动时间已到。因此，为了保障接下来语言活

动的时间足够，最终还是由保育老师拿着扫帚两三

下将落叶扫进畚箕。由于幼儿尚处发展之中且缺乏

劳动知识、技能与经验，一般情况下，需要较成人更

长的时间来进行劳动才能享受成果。 必须承认，残

缺的劳动成果难以带领幼儿走向客观世界寻求意

义，难以让幼儿通过劳动正确认识自我，建构有意

义的、存在的自我，建立“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人

总是在社会实践中整合并关联外在事实与内在自

我,在对存在意义的探求中产生情感的升华。 然而，

缺乏价值与意义建构的残缺劳动斩断了幼儿将客

观世界与内心价值进行联结的可能，迫使幼儿将意

义的追寻转为劳动之外的表扬与奖励， 从而形成

“邀赏式”劳动。

（二）浅表的生活致使幼儿劳动体验不足

由于全面发展的需要、健康安全的顾及等诸多

原因，造成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丰富多彩却容易浅

尝辄止，呈现浅表化的状态。不同于其他活动，劳动

是幼儿需要克服一定困难所进行的一项活动，因而

也更加强调积极情绪的激发与维持。 然而，浅表的

生活状态下，劳动教育也变得简单化、形式化，致使

劳动体验浅表而零散。 一般来说，简单化的劳动教

育倾向于讲故事等说教形式，缺乏体验；形式化的

劳动教育就像打卡， 形式大于过程属于浅层体验。

浅表的生活使劳动徒有空名，终成为被简化，甚至

被异化的“劳动”。正如研究者观察的“种植园浇水”

活动一般。 老师将每一个水壶装少量的水，摆放在

种植园的墙根下。 每名幼儿领一个小水壶，然后对

着植物捏一捏喷洒几下就完成了浇水的劳动。劳动

是个体自我表征的过程，能让幼儿在自由与美感的

创造性劳动的状态中感受极大的鼓舞，丰富积极的

内心体验。 简单化和形式化的劳动，则不能让幼儿

在主客体的互动中感受到发自内心深处的欣快、满

足的情绪体验，继而也错失读懂自我本质力量的机

会。 劳动在教育场域中，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

动，本应使幼儿在过程中体验到自我生命存在的价

值和乐趣。然而，浅表的生活使劳动丧失这种体验，

丢失了劳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劳动教育所关注的

是个体劳动素养的发展,核心旨趣是人自身的全面
发展、价值的提升和自我完善。 浅表生活下的劳动

教育在实践过程中被弱化、淡化以及形式化的价值

畸变使劳动演变为游戏，背离了劳动教育的初衷。

（三）割裂的生活致使幼儿劳动观念错位

幼儿园里特有的规则和计划，一方面维持着幼

儿园生活的秩序与规律， 保障着幼儿园的教育质

量。另一方面，僵化、机械地理解与执行这些规则与

计划则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幼儿在园一日生活的割

裂。譬如，幼儿园热闹一时的“叠被子比赛”，比赛前

老师不仅教幼儿如何叠被子，还要求幼儿每天午休

后自己叠被子。 但比赛结束后，为了快速衔接计划

表里的下一项活动，幼儿的被子又变为老师叠。 无

独有偶， 为了让幼儿掌握换衣服这一劳动技能，老

师有意识地为幼儿创造区角，通过给“娃娃们”换衣

服来练习技能。 然而，幼儿在园的生活中却不是自

己换衣服。探寻本源，我们发现，造成此种割裂的生

活状态的底层逻辑是工具性价值凌驾于存在性价

值之上。 与此同时，劳动教育脱离生活这一实践场

域，其结果又确证了教育的工具性价值，遮蔽与弱

化了劳动对于促进人的身心解放、 实现人的本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性价值。 不仅如此，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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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认识的泛化及其价值认识的窄化同样造成

了幼儿园劳动教育独立于幼儿生活之外，隔绝了劳

动对生活实践的意义，导致了工具价值与主体价值

的进一步失衡。 长此以往，幼儿不能正确认识劳动

的价值，将其狭隘理解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不能

深刻体悟劳动与生活的关系，认为劳动是独立生活

以外必须完成的任务，最终呈现出“任务式劳动”的

现实样态。

三、自觉性劳动素养的形成：回归生活
的幼儿园劳动教育

劳动源于生活，也归于生活。 人在生活当中累

积劳动经验，形成劳动智慧。 劳动教育理应以生活

为原点，面向生活情境、生活经历，利用个体的手脑

解决生活中发现的问题，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求[5]。

面对幼儿园碎片的、浅表的、割裂的生活为劳动教

育造成的困局，我们需要在“忠于生活”“深入生活”

和“整合生活”的过程中去提升幼儿的劳动体验，使

幼儿享受劳动成果，最终形成伴随其一生的劳动素

养。

（一）在“忠于生活”的劳动中享受劳动成果

劳动的产生源于人对于生存的需要， 其作为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在认识自然、

保护自然的同时，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解决人的生存这一本源性问题，是主体与客体交互

的过程，其目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即是说，一

个完整的劳动过程的结束常常以产生一定的劳动

成果为标志，既涉及精神成果，也包含物质成果。让

幼儿享受劳动成果，体验成功的喜悦，是对幼儿劳

动过程中所付出努力的积极肯定和及时认可，对于

消除幼儿劳动中可能产生的不愉快体验、帮助幼儿

理解付出与收获的因果关系、认可劳动的价值十分

有益。 那么，“忠于生活”的劳动就是在生活的劳动

实践中，进行真实的劳动体验，产生真实的劳动成

果。 具体说，一方面劳动时间的安排要忠于真实劳

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劳动成果的评价要联系真

实生活。 劳动时间不能简单机械地等分，而应适当

地以事件为单位，使每一次的劳动都能产生与生活

相联系的结果，让幼儿通过自己的努力产生物化的

劳动结果。 物化的劳动结果既是对劳动的尊重，对

生活的致敬，也是对幼儿劳动内驱力的刺激。 劳动

成果能使幼儿感受自己的能量，感受自己作为主体

的存在。当劳动这件事带来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足够

时，幼儿的内部动机就不易被外部奖励所替代。 除

此之外，劳动结果的评价要注重幼儿的劳动与生活

和感受的联系，注重引导幼儿感受劳动给生活带来

的改变，以防过度凸显脱离生活的表扬和奖励从而

湮没了劳动在生活中的意义。劳动本身就是源于生

活，为了生活。 以生活为旨归对幼儿的劳动结果进

行评价才是回归生活本源的、 忠于生活的劳动教

育。

（二）在“深入生活”的劳动中提升劳动体验

人生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关

系的丰富程度。 离开一切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人

只能作为非现实的、抽象的人而存在，因而人始终

是“社会的产物”，[7]需要在生活场域中，在与其他主

体间交互中丰富自己的人生。 在教育场域中，生活

既是教育的始源，也是教育的鹄的。那么，劳动教育

作为承载教育功能的主体性实践则理应归于生活、

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的劳动作为创造性的、调动多

种经验的综合实践活动， 既让幼儿感受自我意识、

自我存在，获得自我承认，还能使幼儿在协作过程

中获得人际互动带来的群体情感效益，感受人与人

之间的情感联系与肯定， 从而拓展自身的丰富性。

幼儿园的劳动教育要深入生活就要保障劳动环节

的完整性与劳动过程的丰富性。所谓劳动环节的完

整性，是指幼儿需要完整地、深度地参与力所能及

的劳动，而不是浅表地参与超越其最近发展区的劳

动。例如，中班的幼儿可以独立地体验为植物浇水，

而不是形式化地让其参与清洗汗巾的劳动。所谓劳

动过程的丰富性，是指适当允许幼儿在劳动的过程

中有多种尝试的可能，比如劳动工具、劳动合作伙

伴的选择，以及劳动步骤的创新、劳动节奏的变化

等。 丰富的劳动过程不仅彰显了劳动的趣味性，让

幼儿在劳动中感受主体性以及与他人交往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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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还能让幼儿在主客体相融合的和谐中产生美

的体验。深入生活的劳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能

整合自我感觉，是有限与无限、目的与手段、生存需

要与审美需要的有机统一， 是人的存在的最完美、

最和谐、最幸福的一种境界[8]。

（三）在“整合生活”的劳动中形成劳动素养

劳动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另一种事务或可

以选择的状态，而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剥离的复杂性

实践，是在生活当中、通过生活实践并为了生活而

改造世界的过程。劳动素养是经过生活和教育活动

后所形成的包括劳动态度、劳动价值观、劳动知识

与能力以及劳动习惯等在内的稳定的素养[9]。 由上

可知，生活是教育与劳动的共同原点、共有场域，与

劳动教育连接紧密。 劳动既然属于生活，劳动教育

必然也应该融入生活，以生活实践为枢纽助推幼儿

的劳动意识向劳动素养的转化。只有整合于生活之

中的劳动教育，才能让幼儿将劳动视为人的生活的

一部分。幼儿园的一日生活虽因其明确的教育目的

性而与日常生活有所不同，但幼儿园的劳动也应是

生活中的“真劳动”，不能将劳动从生活中剥离，也

不存在纯粹脱离生活而存在的劳动。“整合生活”的

劳动就是融入生活的“真劳动”，意味着劳动内容要

基于生活需要， 劳动教育的实施要融入生活之中。

所谓基于生活需要的劳动，是指幼儿园的劳动应朝

向人们生存与生活的需要， 既不是臆想的劳动，也

不是异化的劳动。所谓劳动教育的实施融入生活之

中，是指劳动教育的实施要从“抽离生活”走向“融

入生活”再到“整合生活”。举例来说，幼儿园可以根

据幼儿的不同年龄和能力由近及远地开展自我服

务、 集体服务甚至社区公益服务等劳动教育活动，

使劳动成为生活中的常态，而不是为了开展教育活

动而进行的劳动。只有将生活作为劳动教育的起点

和旨归，用劳动来整合幼儿园内外的生活，才能使

幼儿的生活成为连续体， 并在春风化雨的环境中，

用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将幼儿的自发性劳动意识

转换为自觉性劳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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