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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同时也是幼儿园推行劳动教育

的重要途径之一。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在趣味性、自由性以及社会性方面的共通性，为劳动教育游戏化

的实践提供了切实的可行性。劳动教育游戏化有利于促进幼儿运动能力、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发展。

为充分发挥游戏在幼儿劳动教育中的促进作用，幼儿园应该构建游戏化的劳动情境、丰富游戏化的劳动

内容以及实施游戏化的劳动评价，以期推动幼儿劳动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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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labor and children’s games. Games are the basic ac-
tivities of children and also an important way for kindergartens to implement labor education.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infant labor and infant games in terms of fun, freedom, and sociality provides 
practical feasibility for the gamific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Gamific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s ben-
eficial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otor,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abilit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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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leverage the promoting role of games in infant labor education, kindergartens should con-
struct gamified labor scenarios, enrich gamified labor content, and implement gamified labor eval-
uation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infant labor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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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该文件

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劳动教育进行了详尽且系统的规划与部署。与此同时，幼儿园教育领域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导向，紧跟改革步伐。在 2021 年 3 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

见》，在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中提出幼儿要参与劳动，能主动承担并完成分餐、清洁、整理等

班级劳动；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教师要引导幼儿承担适当的劳动任务、鼓励幼儿参与家务劳

动以及引导幼儿尊重身边的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1]。由此可知，新时代的教育制度对幼儿劳动教育赋

予了更为明晰的要求和指导。学前教育阶段作为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奠基阶段，更应该对幼儿劳动教育给

予重视，如何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征与需求来有效实施劳动教育，已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游

戏作为幼儿的基本活动，为幼儿劳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路径，即“劳动教育游戏化”。 

2. 游戏化 

“游戏化”一词最早是由人在线游戏的先驱理查德·巴特尔于 1980 年提出，他认为这个词最初的意

思是“把不是游戏的东西变成游戏”。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2003 年开始，一批游戏工程师开始明确使

用“游戏化”(Gamification)的概念。直到 2010 年，“游戏化”一词才得到了广泛使用[2]。著名游戏化课

程教授凯文·韦巴赫认为游戏化是指在非游戏的情境中使用游戏元素以及游戏设计的技术，最关键的是

将游戏元素应用到非游戏的情境之中[3]。这些游戏元素包括但不限于积分、等级、勋章、排行榜等，它

们被用来激发用户的使用积极性，提高参与度，并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游戏化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目

标、规则、反馈和奖励，这些要素通过系统整合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影响参与者的积极性。游戏化理

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应用于教育、医疗、互联网、市场营销等领域。在教育领域，游戏化学习成为

一种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通过采用游戏化的方式进行学习，可以增强学习体验，提高学生学习

的动机和参与度。在幼儿教育中，智力游戏、语言游戏、角色扮演游戏等都是游戏化理论在其中的具体

应用。而劳动教育游戏化是指将劳动教育融入游戏当中，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来进行劳动教育。这种方式

能够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劳动知识和技能，提供幼儿在劳动教育中的参与度与积极性[4]。 

3. 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的共性 

对于儿童而言，劳动即游戏，劳动即游戏是儿童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5]。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之间

存在诸多的共性，这些共性的存在为幼儿劳动教育游戏化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将从趣味性、自由性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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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三个方面阐述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之间共性。 

3.1. 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都具有趣味性 

幼儿劳动不同于成人的劳动，成人的劳动往往带有功利的性质，以赚钱谋生为目的。而幼儿劳动的

意义不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他们为劳动而劳动，把劳动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快乐。在

幼儿劳动的过程中，第一，他们能体验到动手操作的乐趣，幼儿时期是动作发展的关键期，他们喜欢通

过触摸、摆弄物体来感知世界。劳动中的动手操作环节，如种植小花、制作手工、整理玩具等，能够使幼

儿体验到自己的小手直接作用于物体的乐趣。第二，探索未知的乐趣，幼儿对周围的世界持有浓厚的兴

趣，劳动过程中的新奇发现和各类新挑战都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例如，在种植活动中观察种

子的发芽过程，或在手工制作中尝试新的材料和工具，都能让幼儿在探索中获得乐趣和成长。第三，成

果展示的乐趣，当幼儿完成一项劳动任务后，无论是简单的整理玩具还是复杂的艺术创作，他们都渴望

得到认可和赞赏。通过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幼儿能够体验到成就感，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会进一步增

强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和热情。 
游戏的趣味性，作为游戏最为核心且本质的特征，是其与生俱来的品质。相较于工作与正规学习的

紧张氛围与压力环境，幼儿游戏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其中儿童主要体验的是正向情感，即情绪

状态普遍倾向于愉悦与快乐。笑容，作为这种积极情感的直观标志，深刻映射出儿童在游戏中获得的满

足感、情绪宣泄的畅快、自由尽致的表达以及心灵上的轻松与释放[6]。虽然游戏过程中儿童亦可能经历

忧虑、不安乃至恐惧的情绪波动，但这些情感体验往往被游戏本身的趣味性所包裹，赋予了其独特的快

乐内涵。例如，儿童热衷于从陡峭滑梯滑下的游戏，即便过程中伴有紧张与刺激，却也正是这些情绪与

游戏乐趣的交织，共同构成了吸引儿童参与并享受其中的重要因素。 

3.2. 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都具有自由性 

幼儿劳动的自由性是指幼儿在劳动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和能力，在相对宽松的环境

中自主选择劳动内容、方式和节奏，从而体验到劳动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比如幼儿在手工或者园艺劳

动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裁剪或构思出个性化的图案与作品。同时，幼儿在劳

动中还能体验到心理层面的自由感，他们可以在劳动中自由地思考、表达和交流，从而满足其社交和情

感的需求。劳动作为具有教育性的活动，能够为儿童提供自由成长的空间，营造自由、民主、平等的成

长氛围，使儿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7]。 
游戏对幼儿而言是一种自发、自愿、自主的行为，表现为幼儿对游戏的自由控制和把握[8]。儿童对

游戏的选择权具有自主性，涵盖了游戏内容的确定、玩法的创新、游戏材料的选取，以及玩伴的邀请，

均基于其个人意愿与偏好进行自由选择。游戏主题的构想、进程的推进、策略的应用、情节的进展，乃

至规则的设定，均深刻体现了儿童的自由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幼儿游戏的自由性质并非无限制，而是

受到一定规则的内在约束。但这种自由与约束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此处的规则并非外界

强加于儿童的限制，而是儿童在深刻理解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后，所展现出的自愿接纳与遵守的行为。因

此，游戏本质上是一种蕴含高度自由性的活动，其自由性不仅体现在儿童对活动内容的自主选择，还包

括了他们对游戏规则的自觉认同与遵从。 

3.3. 幼儿劳动与幼儿游戏都具有社会性 

幼儿劳动是幼儿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初级形式，通过劳动，幼儿开始接触并理解社会分工、合作与

责任等基本概念。这一过程促进了幼儿从家庭小环境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过渡，有助于其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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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形成。在劳动过程中，幼儿需要与同伴、教师或家长进行互动，这要求他们具备基本的沟通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通过分工合作、分享成果等环节，幼儿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愿、倾听他人的想法，

并在共同目标下协调行动，从而提升了其人际交往能力。通过承担一定的劳动任务，他们能够体验到完

成任务所带来的成就感，同时也可能面临挑战和失败，这些经历有助于幼儿形成初步的责任感，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集体的影响。因此，幼儿劳动具有社会性，它造就了幼儿的社会关系，促进了幼儿

社会性的形成。 
游戏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成人社会，游戏情节的展开过程，恰恰体现了儿童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与再

现。以角色扮演游戏为例，儿童在游戏中扮演爸爸、妈妈、医生、售货员、消防员、警察等不同的社会角

色，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要理解角色之间的关系，模仿所扮演角色的行为，从中学习角色的义务、责任和

权力，这为他们接触社会领域，掌握社会行为准则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加深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 

4. 劳动教育游戏化的价值 

劳动是游戏的前提，游戏是儿童通往劳动之路的有益途径。游戏与劳动的完美契合将是促进儿童精

神良好成长的应有之义[9]。劳动教育游戏化为幼儿劳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一个适合儿童身心与发展的方

法，对儿童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4.1. 促进儿童运动能力的发展 

劳动教育游戏化为幼儿提供了多种运动形式的练习。幼儿期是儿童运动系统持续成长与优化的关键

阶段，此期间儿童的肌肉组织与骨骼结构逐步成熟，运动能力亦随之显著提升，具体体现在肌肉的控制

力、身体的平衡力和运动的协调力等方面。以植树劳动为例，该劳动过程涵盖了挖土、播种、灌溉等一

系列动作，教育者可通过设计模仿操形式的运动游戏，引导幼儿模仿这些劳动动作，这不仅增强了劳动

的趣味性，还锻炼了儿童大肌肉群的运动能力和技巧，提高了儿童对其肌肉的控制和协调能力。诸如搭

积木、穿珠、折纸、泥塑、剪贴等手工劳动活动，则着重于增强幼儿的精细动作技能，促进了手部小肌肉

群的协调性发展。此外，通过“我是小小值日生”、“我是小小搬运工”等融入游戏化元素的劳动活动，

不仅进一步锻炼了幼儿的体力与耐力，也为构建其强健的体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 促进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 

劳动教育游戏化有助于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具体体现在儿童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提高。

感知能力是儿童认知发展的基础，它涉及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理解和反应。劳动教育游戏化通过模拟真

实的劳动场景，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感官刺激，儿童通过眼看、耳听、口尝、手摸了解各种事物的特性。

例如，在种植劳动中，儿童需要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感受土壤、水分和阳光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这种

直接的感官体验有助于儿童提高对自然环境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是儿童认知能力的核心，它包括分析、

综合、判断、推理等复杂过程。劳动教育游戏化通过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劳动任务，使儿童的思维能力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例如，在搭建积木或制作手工艺品的劳动中，儿童需要思考如何

选择合适的材料、如何安排步骤以及如何解决遇到的问题。这些活动不仅要求儿童具备基本的操作技能，

还需要他们运用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来解决问题。想象力是儿童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

儿童创造新的形象和概念，拓展认知的边界。劳动教育游戏化通过为儿童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机会，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例如，在角色扮演的游戏中，儿童可以扮演不同的职业角色，如农民、建筑工人、医

生等，通过模仿和创造来体验不同的劳动角色。根据自己的想象来设计和构建劳动场景，创造出独特的

劳动作品，从而进一步拓展他们的认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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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促进儿童情感能力的发展 

劳动教育游戏化有助于促进儿童情感能力的发展，具体体现在道德感和美感两个方面。道德感是个

体对道德行为、道德规范及道德价值的情感体验与认知。劳动教育游戏化通过模拟社会角色、设定道德

情境等方式，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实践道德原则、体验道德情感的平台。例如，儿童通过扮演像医生、农

民、工人、清洁工等不同的劳动角色，亲身体验不同职业的辛苦与价值，学会尊重劳动、珍惜成果，从而

培养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感和感恩之心。这种角色扮演有助于儿童形成初步的职业道德观念和社会

责任感。美感是个体对美的感受、欣赏和创造能力，它关乎审美体验、艺术修养和情感表达。劳动教育

游戏化通过创造美的环境、引导儿童参与美的创造，有效促进了儿童美感的发展。游戏化劳动教育往往

注重环境的布置与美化，如种植花草、装饰教室房间等。儿童在参与这些活动时，不仅学会了欣赏自然

美、人造美，还能亲手创造美，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体验和享受。 
综上所述，劳动教育游戏化不仅有益于幼儿劳动教育的实施，而且在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

体和以劳育美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幼儿的发展意义重大。 

5. 劳动教育游戏化的实施策略 

张雪门曾说：“儿童自呱呱坠地以后，除去睡觉，无活动不是游戏。没有游戏，简直不能生活[10]。”

可见，儿童的生活和教育都离不开游戏。游戏在幼儿劳动教育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都发挥巨大的作

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 构建游戏化的劳动情境 

构建游戏化的劳动情境是一种将游戏元素应用到劳动情境中的教学策略，旨在通过富有创意和趣味

性的游戏，激发幼儿对劳动的兴趣。教师在实施劳动教育之前可以先创设一个劳动情境，这个劳动情境

可根据现实的情况进行创设，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模拟的。劳动情境是构建游戏化劳动情境的基础，

它让幼儿在真实或类似真实的环境中体验劳动的乐趣。通过创设不同的劳动情境，幼儿可以在安全、有

趣的环境中学习各种劳动知识与技能。比如，在幼儿园内设置一个“小小农场”的情境，让幼儿扮演农

场主的角色，体验种植、浇水、施肥等劳动过程。在这个场景中，幼儿可以亲手种植蔬菜、水果，观察它

们的生长过程，并在收获季节里体验采摘的乐趣。这种真实的劳动场景不仅让幼儿了解了农业生产的基

本知识，还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照顾植物、如何与同伴合作完成任务。劳动情境创设之后，实施

富有创意的游戏活动是吸引幼儿参与劳动情境的关键，通过设计有趣、新颖的游戏活动，可以激发幼儿

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使他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劳动技能。例如在“小小农场”这一情境中，可以

设计“农物种植大赛”、“农物寻宝探险”、“农产品集市”等游戏活动，让儿童在游戏中学习有关农业

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与此同时还可以在劳动情境中投放多样化的游戏材料来丰富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

比如在“农物种植大赛”中教师可以提供一些小铲子、小水桶、小推车等游戏材料，同时也可以带领幼

儿手工自制一些材料工具，这些多样化的游戏材料不仅激发了幼儿的创造力，还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学

会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材料来完成任务。 

5.2. 丰富游戏化的劳动内容 

幼儿劳动与游戏密不可分，孩子们把劳动当作游戏做，又在游戏中劳动，幼儿劳动的类型主要包括

自我服务劳动、手工劳动、饲养和种植劳动以及集体公益劳动[11]。这些都是劳动教育的丰富内容，在实

施过程中可以以游戏化的方式进行。具体而言，在自我服务劳动中可以设计“小鬼当家”、“鞋子找朋

友”、“给娃娃穿衣服”等游戏，来提高幼儿自我服务的能力，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手工劳动中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315


龚紫燕 
 

 

DOI: 10.12677/ae.2025.152315 824 教育进展 
 

可以利用节日、季节或幼儿的兴趣点，设定创意手工制作主题，如“环保小能手”活动，鼓励幼儿利用废

旧物品创造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们分组合作，共同设计和制作作品，不仅锻炼了他们的手工制

作技能，还培养了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在饲养和种植劳动中设计“小小农场主”、“新鲜蔬菜节”等游

戏来使儿童体验到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在集体公益劳动中通过设立图书管理员、环境小卫士等服

务岗位，让幼儿们轮流担任，体验不同角色的职责与挑战。而幼儿劳动教育的范畴不应仅仅局限于幼儿

园内部，而应广泛涵盖园内与园外、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现代与古代的各种劳动内容，实现劳动教育

的全面融合。比如饲养种植劳动可以带儿童走进大自然，去动物园、植物园或者真正的农场中进行；集

体公益劳动可以带儿童走进社会，延伸到家庭和社区，为他人提供简单的服务。 

5.3. 实施游戏化的劳动评价 

在劳动结束之后还需要对儿童的劳动能力、劳动成果、劳动表现等方面进行评价，传统的劳动评价

方式往往侧重于结果的达成与任务的完成度，忽略了过程中的乐趣与孩子的内在动机。实施游戏化的劳

动评价可以让劳动教育变得更加有趣且富有意义。在幼儿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实施游戏化的奖励

机制，通过设计具有吸引力的奖励来激励幼儿参与劳动活动，这些奖励可以是物质奖品(如贴纸、小玩具)、
特权(如优先选择游戏区域)或是社会认可(如表扬、颁发“小小劳动之星”证书)，并且教师应鼓励正向行

为和努力过程，而非仅仅关注结果。也可以在劳动任务完成后，组织幼儿进行角色扮演游戏，如“小小

劳动者表彰大会”。在游戏中，幼儿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劳动之星”、“最佳团队奖”的颁奖者

等，通过游戏化的方式评价自己和同伴的表现。除此之外，还可以实施积分制度评价，通过为每项劳动

任务设定积分，孩子们在完成任务后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以累积兑换奖品或特权。如在幼儿园的“环

保小卫士”项目中，老师为垃圾分类、回收物品、环保宣传等任务设定了不同的积分值。孩子们每天根

据自己的表现记录积分，每周进行一次积分兑换日，可以用积分换取环保主题的图书、玩具或手工材料

等。 
以“小小农场”为例，按小班、中班、大班的年龄分段设计的游戏化劳动教育方案如下： 
一、小班(3~4 岁)： 
主题游戏：《农场宝藏寻找》 
目标：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激发幼儿对农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初步认识农场中的动植物。 
活动内容： 
① 农场地图探险：设计一张色彩丰富的农场地图，上面标记有不同的农场元素，如动物圈、蔬菜园、

水果林等。孩子们扮演“农场探险家”，按照地图指引，在老师的带领下逐一探索。 
② 动物朋友见面会：在每个动物圈前设置一个小游戏，如模仿动物叫声、猜动物谜语等，让孩子们

与农场动物进行互动，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 
③ 蔬菜水果寻宝：在蔬菜园和水果林中隐藏一些小卡片或实物模型，孩子们需要找到这些“宝藏”，

并说出它们的名字，增强对农场作物的认识。 
二、中班(4~5 岁)： 
主题游戏：《农场建筑师》 
目标：通过搭建和设计农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活动内容： 
① 农场设计大赛：提供积木、纸板、彩笔等材料，让孩子们分组设计自己的农场。鼓励他们考虑农

场的布局、动植物的种类、建筑物的设计等。 
② 农场搭建挑战：在设计完成后，孩子们分组合作，使用提供的材料搭建自己的农场模型。老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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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导他们分工合作，如有人负责搭建动物圈，有人负责种植蔬菜等。 
③ 农场角色扮演：孩子们在搭建好的农场中进行角色扮演，如农夫、动物饲养员、蔬菜商贩等，通

过互动游戏，加深对农场运作的理解。 
三、大班(5~6 岁)： 
主题游戏：《农场大亨》 
目标：通过模拟农场管理，培养孩子们的决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活动内容： 
① 农场模拟经营：使用简单的农场管理软件或自制纸质游戏板，让孩子们扮演农场主，管理自己的

农场。他们需要决定种植哪些作物、养殖哪些动物、如何分配资源等。 
② 农产品集市：设置一个“农产品集市”，孩子们可以将自己农场产出的作物和动物产品拿到市场

上“售卖”，他们需要制定价格、进行买卖。 
幼儿期是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奠基阶段，从小培养幼儿的劳动素养至关重要，通过将劳动教育游戏化，

构建起幼儿与劳动之间的教育联结桥梁，这一方式能更有效地启迪幼儿的劳动观念，增进其劳动知识与

技能，同时塑造幼儿积极的劳动行为习惯与情感态度，进而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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