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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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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以幼儿身心发展为基础，通过游戏化方式让幼儿在愉悦

中体验劳动，培养劳动习惯、技能和精神。逻辑起点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基础和出发点，游戏化视域

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以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为内在要求，以历史传承为文化基因，将幼儿的

一日生活作为重要支撑，以幼儿发展作为价值追求。通过游戏化的方式，使幼儿在欢乐与放松的环境中亲身感受

并理解劳动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进而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劳动技能和劳动精神，这样的逻辑起点既符合幼儿

教育的规律，又能够充分发挥游戏化教育的优势，为幼儿的全方位成长打下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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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labor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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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labor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ification 
lies in basing i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and allowing them to experience labor in a 
pleasant way through gamification, thereby cultivating their labor habits, skills, and spiri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s the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labor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ificati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labor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ifi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s an internal requirement, tak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s a cultural 
gene, take the daily life of young children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as a value 
pursuit. Through gamification, young children can personally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labor 
in a joyful and relaxed environment, thereby cultivating their labor habits, skills, and spirit. Such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but also fully leverages the advantages of gamification educa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ll-round growth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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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幼儿劳动教育是促进幼儿全面成长不可或缺的一

环，同时也是确保学前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

撑。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

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

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

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

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明确指出，“为促进幼儿动作发展，应为幼儿创造

一些合适的条件与机会，引导幼儿生活自理或参与家

务劳动，发展其手的动作。”这表明我国对幼儿劳动教

育愈发重视，值得引起学前教育研究者的关注。正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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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幼儿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需要依据幼儿的年龄特

点，顺应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幼儿日常生活的变

迁，探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幼儿劳动教育新路径[1]。

同时，游戏作为幼儿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他们探索世界、

认知周围事物的关键方式。由此可见，劳动与游戏二者

对于促进幼儿的发展价值巨大，通过探讨游戏化视域

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能够帮助幼儿教育工作

者更好地重视幼儿的成长需要，助推幼儿全面均衡发

展。同时，幼儿教育工作者也要避免将幼儿劳动教育简

单地等同于游戏，明晰劳动与游戏的关系[2]，有机地将

游戏与劳动教育二者耦合，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造就

幼儿良好的品质。在游戏化的劳动教育中，幼儿需要仔

细观察、分析和解决劳动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幼儿在思

考中可以激发其思维活跃度，提高其创造力，促进幼儿

的认知发展。同时，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应当掌握协作技

能，懂得共同分享成果，并将自身的责任感与情感体验

转化为推动幼儿参与劳动的内在动力与持久毅力[3]，这

些劳动活动可以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2 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基础和

出发点，身心特点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内

在要求，历史传承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文

化基因，一日生活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重

要支撑，幼儿发展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价

值追求，这说明，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逻辑起

点具有多元性，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

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前提。

（如图 1 所示）。 

 

图 1  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逻辑起点模型图 

2.1 身心特点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内

在要求 
劳动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教育手段，借助符合幼儿

身心特点劳动教育活动，幼儿能够树立恰当的劳动观

和劳动价值观。“劳动观念与劳动价值观则构成了劳动

教育的核心理念，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的根本宗旨正是

引导学习者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4]为了引导幼儿

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实现幼儿在德、智、体、美、

劳各方面的全面协调与创新发展，不仅要激发孩子们

对劳动的热情，还应提升其劳动的积极性，以此促进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和谐发展。而游戏因其自身

的特性恰好符合了这一重要条件，游戏既是成人对幼

儿进行教学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幼儿自身喜爱、想主

动参与的活动。通过探讨游戏化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

育方式，吸引幼儿兴趣，培养幼儿热情，可以更好地实

现劳动教育的目标，提高幼儿对劳动的认识和理解，尊

重他人劳动及成果。幼儿期的认知发展主要涉及动作、

语言、思维、想象等方面。《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明确指出，大班幼儿在健康领域应以能使用简单的

劳动工具或用具作为其教育目标之一；《幼儿园工作规

程》不仅提出要萌发幼儿爱劳动的情感，以此作为情感

目标的指引，还强调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

项活动之中。因此，幼儿劳动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让儿

童进行刻板的记忆和复述，而应着重于激发他们的主

动参与和深入思考，以此方式获取知识。同样，游戏化

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劳动技能的

传授和劳动本领的掌握。相反，它是一个寓教于乐、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的过程，旨在通过劳动教育实现

“劳动育人”的目标。即通过引导幼儿正确认识劳动的

价值，尊重每一份职业，帮助幼儿建立平等、包容的职

业观念，从而避免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职业歧视的偏见。

这表明社会互动和经验对个体发展十分重要。另一方

面，“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是主动建构的，而不是被

动接受的。”[5]在劳动教育全过程中，幼儿与教师的角

色定位是有区别于以往其他活动过程。幼儿伴以游戏

精神的主动建构，在与教师、同伴的互动、合作中丰富

已有的劳动知识与经验，培养劳动习惯；教师则聚焦于

创建或探寻真实的劳动教育情景，利用游戏吸引幼儿

参与其中，对幼儿进行鼓励与引导，循循善诱，破除个

别幼儿面对劳动教育的思想顾虑，如不愿尝试、怕脏、

怕累等心理。总之，通过游戏化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育

方式，幼儿可以在与同伴和成人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

劳动知识体系，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学会合作，

热爱劳动。 
2.2 历史传承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文

化基因 
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中国特色教育改革需求，

促使游戏化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育受到重视。科技进

步推动游戏化学习与教育的兴起，使其成为幼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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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新趋势。通过游戏化劳动教育，幼儿能更积极参

与，提升学习兴趣，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适应新时代

发展需求。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随着新时代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多样需求也在不断变

化。一方面，当今社会，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已经

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幼儿劳动教

育的重要性愈发受到大众关注。另一方面，一个时期幼

儿游戏的发展水平与该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总

是密不可分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已有当时的人们以“球

舞”求雨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

取向趋于多元化发展，幼儿游戏活动逐渐从生产劳动、

宗教礼法和军事战备中产生并分化出来，逐渐独立和

成形。直到唐朝时期，幼儿游戏活动的发展达到鼎盛阶

段，同样，其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物阜民丰，唐

帝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通过探讨

游戏化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育，了解其与新时代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关系，认识到因何要将游戏与幼儿

劳动教育耦合，更好地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技

能，适应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幼儿劳

动教育作为个体劳动教育的基础，应立足于新时代中

国特色幼儿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这对于畅通

大中小幼劳动教育一体化事业起着奠基作用。随着新

时代中国特色教育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

育应回归生活、关注实践。正是因为在游戏化的视角下，

“幼儿劳动教育应以幼儿的日常生活体验为基础，其

目标是引导幼儿参与现实生活中可见的、具体的、真实

的劳动活动。”[6]幼儿劳动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生活性，

实践性以及游戏性成为了其助推新时代中国特色幼儿

教育改革创新发展而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劳动教育的

天然优势。幼儿劳动教育是幼儿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通过探讨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不仅能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还可以与新时代中国特

色教育改革保持步调一致，共同向前发展。因此，将游

戏元素融入幼儿园教育体系，以培育幼儿的创新思维、

批判性思考技巧及问题解决能力，正逐渐成为幼儿教

育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游戏化学习与

教育的兴起，游戏化劳动教育也逐渐成为幼儿劳动教

育的新趋势。“通过在教学中使用实体游戏、虚拟游戏

以及结合两者的游戏，将游戏作为教学各个环节的支

持工具，或者在教学活动中有效融入游戏元素，使教学

活动本身成为一个个游戏。”[7] 

2.3 一日生活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重

要支撑 
幼儿园的劳动教育是一种围绕幼儿日常生活展开

的教育形式，基于此，游戏化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育也

应当尝试走进幼儿的生活。依托游戏的形式，倡导幼儿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劳动，并给予幼儿一些有纪

念意义的奖品。譬如，在农场种植游戏中，为了奖励幼

儿在迷你农场辛勤种植的成果，可以请他们把收获的

黄瓜和土豆等蔬菜带回家，帮助幼儿感受丰收的喜悦

以及同家人分享的快乐，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幼儿对

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能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

的劳动成果。在此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幼儿持续的鼓励

与回应，为幼儿设立较为具体，简单易懂的劳动教育目

标，通过达成游戏目标，幼儿可以体验到劳动的乐趣和

成就感，从而更加愿意学习和尝试新的劳动技能和知

识。因此，幼儿教师应依据幼儿特点开展游戏化劳动教

育，创设真实游戏情境激发劳动兴趣，并鼓励幼儿在劳

动中自主探究、思考和创造。首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幼儿园管理层应鼓励教师积极与社区（包括居委会

和村委会）携手合作，共同租赁一片农田或温室，以此

作为契机，将幼儿园的教育环境从室内延伸至室外，带

领幼儿踏入多样化的“自然探索区”、“动物养护区”

以及“创意构建区”等广阔天地，助推游戏化视域下幼

儿劳动教育辐射区域的延展[8]。例如，在种植蔬菜水果

的活动中，鼓励孩子参与设计“瓜果园”或“花卉园”

的游戏情境，鼓励幼儿扮演不同的角色，明确分工，如

采摘员、修剪员、施肥工等，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参

与到瓜果、花卉种植的劳动中。其次，在游戏中，教师

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进行劳动实践，在实践中成长，在动

手中进步。例如，在“娃娃家”游戏中，教师引导孩子

扮演不同的家庭成员角色，分担不同的家庭劳动任务，

用厨具做饭，用工具打扫卫生等，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

做家务劳动，感受家庭温暖，体验父母辛劳。 
2.4 幼儿发展是游戏化视域下幼儿劳动教育的价

值追求 
游戏与劳动教育紧密耦合，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劳

动习惯与动手能力，促进了他们的认知发展，造就了良

好品质，还提升了学习兴趣，充实了劳动乐趣。首先，

在游戏过程中，幼儿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不同的

任务，从而参与劳动的过程，体验劳动的果实，理解劳

动的重要性，这需要幼儿动手操作，用眼观察，全身心

投入，尤其是使用高精度游戏道具、设备时，这些活动

可锻炼幼儿手部肌肉、肢体协调，提高动手能力。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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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幼儿认知发展，造就幼儿良好品质。幼儿同伴之间

通过解决劳动问题，激发思维与创造力，让幼儿既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丰收的喜悦，珍惜劳动成果，又更

加热爱劳动，乐于学习新知识。 
3 结语 
在探索游戏化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育这一议题时，

不难发现，幼儿的身心特点、历史传承的深厚底蕴、一

日生活的实践平台以及幼儿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共

同构成了这一教育模式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要素。通过

深入挖掘幼儿身心发展的内在需求，将游戏精神融入

劳动教育，助推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同时，

历史传承不仅为幼教工作者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文化

滋养，也强调了劳动教育在幼儿成长中的不可或缺性。

一日生活作为幼儿劳动教育的天然土壤，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它使劳动教育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渗透，促

进幼儿良好劳动习惯的形成。最终，幼儿发展的全面性

成为了本研究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游戏化视域下的劳

动教育旨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为幼儿的身心健康、

认知发展、社会适应等多方面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综

上所述，游戏化视域下的幼儿劳动教育，不仅是对传统

教育模式的创新，更是对幼儿成长规律的深刻理解和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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