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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劳育”有力量
上海家长学校“五一”直播聚焦家庭劳动教育
文丨本刊记者   陈之腾

作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是他们

品德养成的源泉所在，也是劳动教育的重

要场所，在劳动教育上发挥着重要而不可

替代的作用。

5 月 1 日晚，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德

育处指导，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和上

海家长学校联合推出“五一国际劳动节”

专题直播活动，以“劳动教育，从家庭开

始”为题，探讨新时代的家庭劳动教育。

家庭是劳动教育的主阵地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印

发，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 课

时，近年来被淡化、弱化的劳动教育又有

了“硬指标”，德智体美劳的最后一个“劳”

字，不再是可有可无。

《意见》指出“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

中的基础作用”，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

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中处处是劳动的“训练场”，家庭劳动教

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庭劳动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多重

要？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工作了 30 年的上

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教师付丽旻分享了

一个身边的故事。一个在外公外婆的宠

爱中长大的孩子在小学刚入学时，每天从

吃早饭到整理书包与家长矛盾不断。付

丽旻建议孩子母亲开始为期 1 个月的家

庭训练计划——告诉孩子外公外婆年纪

大身体变弱，要孩子帮助母亲共同承担一

定的家务活。从那天起，孩子主动观察起

外公外婆的吃饭口味，督促长辈及时吃

药、量血压，并帮着洗碗、收拾桌子。一年

后，孩子母亲告诉付丽旻，从自己的事情

都做不好，到去关心别人。她会时不时地

提醒父亲行车安全、提醒母亲避免走路看

手机、提醒外公外婆出门散步时多披一件

外套。“她妈妈说这哪儿是一个七八岁的

小朋友，更像一个操心的老祖母一样，她

牵挂亲人了，心疼亲人了，而且她在生活

中具有主动性了。这就是无形大于有形，

当我们真的把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激活的

时候，父母和孩子共同去创造的时候，劳

动就会焕发更多教育的意味，就更加有温

度有情感。”付丽旻感慨道。

家长需树立正确的劳动教育观
过去，不少人对劳动教育存在三大误

区。有的家庭存在“重智轻德，重分数轻

劳动”的观念，家务劳动意识淡薄，对能力

培养不够重视，家长在家务劳动上过度包

办代替；有的家庭中祖辈与父辈对家庭

劳动教育的认知不一致，造成对孩子家庭

教育的不一致；有的家庭把家庭劳动教

育仅仅认为是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劳动

习惯、劳动价值观、劳动品质等的培养。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校长眭

定忠曾在操场上看到一个鞋带松了的小

男孩，提醒他：“小朋友你把鞋带系系好。”

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的第一反应是把

脚往前伸了一步，等别人帮他。由此可

见，他生活中一旦鞋带松了，他的长辈都

会帮他系的。“在学校他不知道你是校

长，看到一个长辈模样的人他就脚往前一

伸——你帮我系吧。”眭定忠总结道，“这

反映出劳动教育当中家长的误区。他们

认为孩子到学校只要把书读好就行了，不

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培养的，习惯养成

教育、劳动的价值观等都是需要学校在教

育当中进行培养的。”

庆幸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树立

了正确的家庭劳动教育观。上海家长学

校通过“云开平台”发布专题调查问卷，

向近千位家长调研了家庭劳动教育相关

问题。调查统计显示，认为“有必要”和“有

一定必要”对孩子进行家庭劳动教育的

人达到 100%。当孩子以学习等借口拒绝

参与家庭劳动，家长会“强制要求”的占

6.02%，“用礼物代偿”的占 10.95%，“做思

想工作”的占 75.25%。绝大多数家长认

为家庭劳动教育能增强孩子的道德责任

感，培养孩子热爱劳动、勤于劳动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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