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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的劳动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小学生阶段进行劳动

教育是教育的根基，小学劳动教育的落实对学生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新时代背景

下，学校、家庭、社会越来越成为影响小学生劳动素养形成和培养的重要因素，形成家校社协同共育的

小学劳动教育极为重要。本文发现由于家庭思想观念落后、学校缺乏实施劳动教育的保障、社会缺乏对

学校、家庭劳动教育的有力支持，家校社协同共育面临着现实困境。可从转变家庭劳动观念、严格落实

国家有关劳动教育的政策、促进劳动课程教师专业化、打造“劳动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等来促进家校社

的协同共育，提高小学生劳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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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labor qual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con-
tent to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s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students’ individual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pupils’ labor quality, and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form the primar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due to the backward fami-
ly ideology, the lack of guarantee of labor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the lack of strong support for 
school and family labor education, the cooperation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is fac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t can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and co-education of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by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family labor, strictly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policies on labor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eachers in labor courses, and building the “labor practice base 
of social education”. 

 
Keywords 
New Era, Home School Community, Primary Education, Realistic Dilemma, Practical Path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劳动教育对小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要求促进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劳动教育在培养时代新人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劳动教育过程中，

劳动教育的实效性并不高。因此，及时发现小学劳动教育中现存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劳动教育是近年来教育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劳动教育缺失的现象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

光放在了加强劳动教育的研究上。在阅读整理了劳动教育相关文献后，可以清楚目前劳动教育的总体研

究趋势，对当前的研究进程有清晰的定位，以便于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小学劳动教育进行更为深入的

研究。笔者在 CNKI 搜索主题词“小学劳动教育”，发现有关小学劳动教育的文献多达 2503 篇，由此可

知对于小学劳动教育的研究非常火热。但是笔者搜索主题词“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小学劳动教育”只有 2
篇。通过文献阅读，笔者发现以往的文献多以学校的劳动教育为视角，或者某一个视角来观察劳动教育，

而不是从学校，社会，家庭三个方面多视角地研究小学劳动教育，把家校社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本研

究以家校社协同共育的视角来展开，为劳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途径，从而进一步促进小学

劳动教育有效开展。所以本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研究意义 

首先，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笔者发现以往的文献多以学校的劳动教育为视角，而把家校社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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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家校社协同共育的视角来展开，以一个比较新的视角去研究小学劳动教育，为

其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多维的视角，为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添砖加瓦。其次，为劳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更

多可选择的实践途径，从而进一步促进小学劳动教育有效开展。 

2. 概念界定 

2.1. 小学劳动教育的内涵 

学者韩唱唱说“小学劳动教育，顾名思义就是针对小学生进行的劳动教育[1]。”本研究中的小学劳

动教育是指在小学阶段实施的，通过劳动教育课程的开设并结合各种各样的劳动实践活动，培养小学生

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的教育，日后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笔者认为当代的小学劳动教育就是

按照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计划、有目的地小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促进其劳动意识的提升，劳动能

力和劳动习惯的培养，为其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提升劳动素养，并为中学劳动教育的学习打下基础，

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小学阶段的学生具有极强的塑造性，是学生能力及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

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关键期，正确地实施劳动教育。 

2.2. 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内涵 

家校社顾名思义就是家庭、学校、社会。家校社协同共育是随着社会和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劳动教

育被赋予新的含义，其实践场所从学校向外扩展[2]。教育工作者要本着“强化综合实施，扩展教育途径，

整合家校社”的原则，将家庭劳动教育常规化，学校劳动教育规范化，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构建协同

育人格局，为小学生劳动意识的启蒙与劳动习惯的养成奠定基础。 

3. 小学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 

3.1. 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 

马克思关于劳动教育的思想进行过十分重要的理论解释。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去看：首先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马克思强调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历史、创造人本身。他认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其次从政治经济学视域，强调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本性，按劳分配

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原则[3]。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且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对劳动者的劳动素养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马克思意识到了让劳动者

掌握生产技术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这些劳动者如何掌握技术呢？马克思认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劳动者必须通过接受劳动教育来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社会分工不合理，社会分工过于精细

化等问题也逐渐出现，这就导致了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分离，这无论对人类个体而言还是对整个人类社

会的发展无疑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国坚定不移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如我国的教育方针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3.2. 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

展学说和玛卡连柯思想的影响，苏霍姆林斯基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他认为，

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必须建立在劳动教育的基础之上，否则教育将无从谈起。在教育的总目标上，苏霍姆

林认为未来公民的培养必须通过劳动教育来完成。 
受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其劳动教育思想对我国的劳动教育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和借鉴意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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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时代关于劳动教育的思想 

新时代劳动教育观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新时代十分注重劳动意识的树立，劳动

态度以及习惯的养成[5]。新时代对青年一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对人才衡量的标准不再局限于智力，

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青年一代要高标准的要求自己，

不断学习、不断发展。 

4. 新时代小学劳动教育中家校社共育的现实困境 

4.1. 在家庭层面，家长的思想落后 

在家庭内，大部分家长们都很重视劳动教育，觉得孩子应该接受劳动教育。但是，仍然有部分家长

认为不应该让孩子进行劳动，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让孩子进行劳动就是浪费时间，应该让孩子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面。有时就算学校老师布置了在家里劳动的作业，家长也会帮孩子做了。同时

家长也认为学校不应该开设劳动课程，除了学习，孩子的空闲时间就应该来休息和玩。 

4.2. 在学校层面，劳动教育缺乏实施的保障 

首先，劳动教育缺乏师资保障。 
劳动教育的教师数量严重缺乏，专业的劳动课程教师供不应求。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因此专业且

稳定的劳动课教师是劳动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但是现实中，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能够从事劳劳动教

育的教师数量却远远不够学校的需求。 
另外，劳动教育实施度不高。 
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确实在班级的课程表里面，但很多学校挂羊头卖狗肉，劳动课程被其他科目的老

师占用，劳动教育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4.3. 在社会层面，社会缺乏对学校劳动教育的有力支持 

小学生参加劳动教育主要是在学校内教室、专用劳动技术教学教室外、劳动实践基地，而企业、社

区这样的社会资源利用较少。学校对社会的资源的利用还远远不够。 

5. 新时代小学劳动教育中家校社共育困境的成因分析 

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缺乏对小学生劳动教育的有效协作。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非常重要，但在

劳动教育的实践中，家长和学校对小学生劳动教育的要求并不一致，社会与学校的联系也并不紧密，从

而使对小学生的劳动教育的影响不够。 
小学生主要是在学校接受劳动教育，但是劳动教育只依靠学校就能做好。家庭是小学生成长的第一

个环境，社会是小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场所。所以家庭教育和社会支持对劳动教育也同样重要，对

于新时代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学校和家庭是小学生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和主要阵地；社会是培养小学生

劳动素养的重要基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配合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小学生劳动教育的效果。加强

家校社沟通，形成教育合力，对于提高劳动教育的质量尤为关键。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非常重要，这

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合作，家校沟通，校社联合。 

6. 新时代小学劳动教育中家校社共育的实践路径 

6.1. 在家庭层面 

首先，家长需要转变劳动观。家长需要认识到劳动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孩子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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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劳动，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展示对劳动的尊重和热爱。

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展示对劳动的尊重和热爱。 
案例 1：李女士发现她的孩子在家里几乎不做家务，而是过度沉迷于电子产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她开始重视劳动教育，与孩子一起制定家务分工，如洗碗、扫地、整理房间等，并设立奖励机制来鼓励

孩子参与。王先生家中有一个花园，他经常在周末与孩子一起进行园艺活动，如种植花卉、修剪树枝等。

他的热情感染了孩子，让孩子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学会了珍惜劳动成果。 
另外，家长应该积极配合学校的劳动教育。家长应该鼓励小学生积极独立完成学校的劳动课程的作

业或者为其提供支持，与学校的劳动教育形成合力，促进小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和提高，以适应未来社

会的发展与变化。 
案例 2：某小学创新性地发起了“家庭劳动日”活动。在这一天，学校鼓励每个家庭选择一项劳动

任务，如种植花草、烹饪、家居维修等，共同完成。活动结束后，学生需要将劳动过程和成果通过图片

或视频记录下来，提交给学校。学校将这些作品汇总，制作成展板在校内外展示，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家

庭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活动将传统的家庭劳动赋予了新的意义，不仅转变了家长和学生对劳动的看

法，还通过家庭合作的形式培养了孩子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责任感。同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和展示

劳动成果，也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6.2. 在学校层面 

首先，学校应当严格落实国家有关劳动教育的政策。学校要严格按照国家要求的劳动课程落实劳动

教育，制定劳动教育计划，设置劳动课程，建立劳动实践基地，开展多样化的劳动教育活动。 
案例 2：某小学位于有“蔬菜基地”之称的扬子洲地区，充分利用这一地域优势，将劳动教育纳入

课程体系。他们在校园内开辟了“有氧菜园”劳动实践基地，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种植区域。学校不仅

教授学生种植技术，还引导他们观察植物生长过程，记录蔬菜的特征，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 
另外，学校应该促进劳动课程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只有培养更多具有专业知识与能力的劳动课程的

老师，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小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技能。其次，学校应该加强劳动课程所需的设

施设备建设。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课程更多时候需要让学生自己去动手与实践，学校需要为学生更新专业

的劳动教室设施设备，提供必要的劳动基地。 
案例 3：某小学为了提升劳动课教师的专业素养，成立了“劳动教育导师团”。该团队由校内外的

劳动教育专家、手工艺人、农艺师等组成，定期为劳动课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和实践指导。同时，学校还

鼓励劳动课教师参与课题研究、论文发表等活动，提升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通过建立“劳动教

育导师团”，学校有效地整合了校内外资源，为劳动课教师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化发展支持。这种跨学

科、跨领域的合作模式，不仅丰富了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 

6.3. 在社会层面 

社会提供支持：打造“劳动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社会应当积极相应国家的号召，为学校劳动教育

的落实提供物质及场地等支持。社会各种公益组织以及各大企业也都可以为学校的劳动教育提供物质及

劳动实践的场所。 
案例 4：某小学与当地的企业、社区合作，共同打造“劳动教育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基地为学生

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实践机会，如农业种植、手工制作、社区服务等。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基地进行

实践活动，让他们亲身感受劳动的艰辛和乐趣。通过打造“劳动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学校将劳动教育

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体验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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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这些创新性的实践案例展示了新时代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小学劳动教育的无限可能性。通过家庭、学

校和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挑战的劳动教育环境，促

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7. 结语 

国家对新时代的青年一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人才衡量的标准不再局限于智力，而是把目光放在

了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青年一代要高标准地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不断

发展。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感悟习近平劳动教育观，以便于我们能科学、有效地规

划出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案。笔者对新时代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小学劳动教育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基于文献

研究法发现了以往文献对小学劳动教育的研究空白，基于此，笔者展开了对新时代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小

学劳动教育的研究。笔者针对小学中积累已久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当前的小学劳动教育中，家校社合

作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家庭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学校劳动教育行动系统的不足、社会对学校

劳动教育的支持度不够等。对此，文章从家校社联动的层面提出新时代下小学劳动教育中家校社合作的

实践路径，以期提升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家校社协同共

育的小学劳动教育实践路径。本研究希望能为小学阶段的劳动教育提供更为有效且具有可实施性的路径，

从而促进小学生的劳动素养的发展，为培养时代新人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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