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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理论是马卡连柯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讲座》

中的一讲，本文介绍了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理论的内容：劳动教育的

意义和作用、家庭中应重视劳动教育、劳动教育要在集体中和集体

教育相结合、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探讨了对幼儿劳动教

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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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连柯(1888~1939)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

家和教育艺术家。他的教育思想几乎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他的

劳动教育思想对我们现在的劳动教育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本文通

过分析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理论，探讨其对我国幼儿劳动教育所带

来的启示。

1 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理论的内容

1.1 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在《儿童教育讲座》第六讲劳动教育的开篇，马卡连柯就郑重地

指出：“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是不能想象的。

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明幸福的基

础。”①接下来，马卡连柯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家庭劳动教育的意义和

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儿童参加社会劳动的能力以及

他对这种劳动能力的准备决定了儿童在社会上的作用;第二，我们

应提倡创造性的劳动;第三，劳动不仅可以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培养

人的工作能力，而且可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的

关系是产生于和谐的劳动。我们很清楚，凡是能做许多事情的人，

不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不会是不知所措的人，总是生活得更快乐、更

为乐观、更为幸福。

1.2 家庭中应重视劳动教育

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家庭教育，而在家庭教育中，他

又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劳动教育。他提出：“在教育自己儿童的工

作中，父母永远不应该忘记劳动的教育。”②他告诫每一位家长：“在

家庭的范围内，要给儿童一种普通所谓熟练技术劳动的教育是很困

难的。”①但是，父母也不能认为家庭教育对于获得熟练技术没有任

何关系。正是家庭的劳动熟练，对于人们未来的熟练技术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就会很顺

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凡在家庭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

儿童，虽然国家机关努力去教育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熟练技术，

会遭到各种失败，会成为不合格的工作者。

1.3 劳动教育要在集体中和集体教育相结合

集体教育在马卡连柯教育理论体系中同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经过多年的总结，他提出了“通过集体、在集体中和为了集体”

的集体教育理论。在实践中，马卡连柯始终把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

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组织一个良好的集体是劳动的重要途径。

不在集体中进行劳动教育，集体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反之，没有集

体，不能进行集体教育，也不能组织劳动和进行劳动教育。正是由

于把劳动教育与集体教育结合起来，在马卡连柯所组织的集体中，

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热爱劳动，珍惜个人和他人的劳动成果，关爱集

体、关爱他人。

1.4 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卡连柯指出，单纯的、独立的劳动过程只是一个中立的过程。

马卡连柯的这一思想，主要有两个要点。第一，单纯的、独立的劳动

过程在教育上只是一个中立过程，对学生的教育作用很小。任何教

育机构和学校，不能只有劳动而无教育，不能单纯地让学生劳动。

更不要认为，只要有了劳动，一切教育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第二，劳

动只有和知识教育、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成为教育总体系中的有

机组成部分时，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

2 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理论对我国幼儿劳动教育的启示

2.1 重视家庭的劳动教育

自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家庭里,所有的人都围着这一个小太阳转，尽管他们很重视孩子的

健康成长，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但幼儿时期的劳动教育，他们却忽

略了。而事实上，幼儿时期是很多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劳动习惯

的形成也不例外，这段时期，如果家长能多一个心眼，就能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家长在这段时期，主要就是自己要时时要严格要求自

己，不能拖拉懒散，这样，潜移默化中便能使幼儿形成一种爱劳动的

习惯。另外，家长们应该认识到劳动的许多益处。劳动可以改善呼

吸、血液循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有利于大

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

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劳动还可以培养

孩子的观察、分析、判断、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中国自古就有心灵

手巧的说法，手巧会促进心灵，心灵又带动手巧。劳动可使孩子学

会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学会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是孩子学会生

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保证。从马卡连柯所分析的劳动教育的意

义和作用来看，我们更不能忽视家庭的劳动教育，只有让孩子从小

在家里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才能使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康、快乐、自

信、对社会有益的人。

对于幼儿家长,除了要对家庭劳动教育引起重视以外,更要注意

家庭劳动教育的方法和原则,不能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同时，要注

意使用科学的方法。比如：在使用某种劳动工具才能完成的劳动中，

你可以要求他不必在短时间内完成，可以几天，甚至几个月。这样，

他在劳动的过程中学会了独立、学会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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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无思索地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

地听从一切决议。”③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发

生问题、育才学校遇到困难时，陶行知就去请教周恩来，并用“去时

腹中空，回时力无穷”向陶夫人表达请教后的感受。正是他积极参

加实际斗争，不断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才日趋进步，最终成

为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

2.4 价值观上

在教育上，陶行知最开始是同情劳苦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权而

成为“田呆子”的现状，抱着改变乡村旧教育的目的创办晓庄师范，

用改革教育方法来培养手脑并用的人，以解放劳苦大众，冲破小众

教育，实现大众教育。创办工学团时，教育思想中就有了“团结”的

意识和教学内容；办育才学校时，就要求学生“从老百姓中来”“回

到老百姓中去”；到了社会大学时，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

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是完全达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度。办学从

“改革旧教育”到“止于人民的幸福”，思想境界一步步得到提升。

从以上局限分析可看出：真理是发展的、是相对的，是从谬论中

经过实践一步一步走来的。实践是课堂，中国共产党是老师，共同

促成陶行知德育思想的质变。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这为我们客

观理性地继承陶行知德育思想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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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集体中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集体荣誉感

幼儿园可以在园里组织一些活动培养幼儿的独立能力，例如：

玩过家家的游戏，给每个幼儿布置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让他们

自己独立去完成，还可在此过程中举行一些比赛，看谁做得又快又

好，最后，再让小朋友一起来分享集体劳动的果实。这样，既在集体

中培养了幼儿的独立能力，也改变了他们对劳动的认识，易于养成

爱劳动的习惯，从而为幼儿以后的适应能力打下基础;同时，也让小

朋友有一种集体荣誉感,学会爱集体。

幼儿园还可在组织一些大型的活动时，让幼儿参加活动的环境

的布置，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

2.3 劳动活动与思想品德教育相结合

幼儿园在幼儿的劳动教育过程中,应当进行劳动观点、劳动态

度和劳动习惯的教育。

（1）劳动观点的教育。通过向幼儿讲述一些生动形象的故事使

幼儿了解劳动的光荣和伟大，是劳动创造了我们的人类和推进了社

会的进步;教育幼儿热爱劳动,克服轻视劳动的思想;同样可以通过

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幼儿科学用脑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

观点，如果幼儿从小有了这种意识，便能会为他们以后的健康成长

打下基础。

（2）劳动态度的教育。同样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幼儿懂得以

诚实的态度来对待劳动,要有社会责任感;要让幼儿认识到不管事情

多么小,都要认真地去做。不要对劳动持一种“敷衍了事”、“小事不

做”的态度。

（3）劳动习惯的教育。对于幼儿来说，就是他们能做的事，他们

都会自己抢着去做，那么作为幼儿教师应该多鼓励这些小朋友，不

管他们做得好还是坏。这样，潜移默化中，所有的幼儿便会形成一

种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劳动习惯，依赖性也会相应地减少。

关于幼儿劳动习惯的培养，幼儿园也可和家长配合，可召开家

长会，向家长提出具体的要求，要求家长每天去指导、督促孩子去做

诸如洗脸、涮牙、穿脱衣服等自我服务的劳动；其次，幼儿教师也要

提醒家长要放手让幼儿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后，幼儿教师

要和家长保持联系，掌握幼儿的表现，以便及时地鼓励强化。

幼儿园在进行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时,要注意

两点：一是要在集体中进行；二是要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

正达到预期的目的。

2.4 生产劳动教育与科技教育相结合

马卡连柯在处理劳动与教育的关系时，主张坚持辩证的统一。

既要反对把劳动和教育割裂开来，又要反对把劳动和教育机械地、

简单地捏和。在马卡连柯教育实践的后期，他特别强调劳动的生产

性，幼儿园可通过组织幼儿进行游戏,组织幼儿个人和集体的科技

活动,在游戏活动中，在科技活动中让幼儿懂得一些简单的科技知

识；同时，在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让幼儿发挥出自己的自主性

和创造性；特别是在科技活动中，幼儿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

时候，幼儿教师要耐心地引导幼儿；甚至，幼儿老师在准备这个活动

之前，就应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使该活动真正起到教育幼儿的作

用，才能使劳动和教育真正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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