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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让孩子接受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引导孩子乐于参与家庭劳动， 要不要多用奖励
来提高孩子做家务的积极性呢？ 听听专家和家长的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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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先生 医药公司人力资源主管 儿子10岁 别怕孩子越做越乱，要给他成长的空间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聂女士 公司文员 女儿8岁 家长不要大包大揽，适时给孩子分配一些家务活

让劳动教育自然而然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甄女士 事业单位职员 儿子8岁 初期可适度奖励，同时培养孩子对劳动的兴趣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 张俊

家长应和孩子一起参与到劳动实
践过程中 ， 孩子干活如果做的不好 ，
不要总是批评， 而是要给孩子积极正
向的反馈， 适当提醒， 促进孩子对劳
动的认识， 树立尊重劳动的观念。

劳动实践不用特意安排， 周末可
以组织全家大扫除， 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会非常积极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 比如整理书柜、 擦桌子、 参与洗
衣做饭。 家长还可以指导性地给孩子
做一个任务表， 但是这样的任务不能
机械性。

劳动的价值或成长内驱力在于孩
子本身 ， 而不在于外在奖励或惩罚 ，
不应该把劳动跟处罚、 奖励挂钩， 否
则只会适得其反。 惩罚会让孩子抗拒、
讨厌劳动， 久而久之孩子会认为劳动
不好， 就不会尊重劳动； 也不提倡外
在的物质奖励， 要让孩子为学会劳动
本身而高兴， 而不是因为有奖励才
高兴 。

可以把孩子的家庭生活劳动慢慢
转化为常规劳动， 形成每个家庭成员

对家庭建设的贡献。 在这种基础上制
定一些承诺性质的家庭公约， 不要刚
性要求， 而是把它融入家庭常规生活
中， 有了公约后相互提醒、 相互鼓励，
最重要的是家长以身作则， 做好引导。
让劳动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家庭常规
生活的一部分 ， 少一些家长的安排 ，
孩子参加劳动时自我接受教育、 自我
启发、 自我约束、 自我成长， 它是家
庭劳动教育最大的底色。

家长要从孩子的角度看待孩子参
与劳动的过程， 而不是从成年人的角
度出发。 第一， 孩子成年前， 在参与
劳动过程中都有游戏的成分， 事实上
是一种模仿机制， 打扫地面、 清理物
品、 归置杂物等， 从孩子的观点来看
是模拟社会分工 ， 是模仿爸爸妈妈 ，
不需要结果， 所以要尊重孩子在劳动
过程中的游戏化。

第二，要注重孩子在家务或生活劳
动中的探究，这种探究会让喜欢新鲜事
物的孩子着迷，学到新鲜知识和操作技
能，会激励他的成长。 如果家长让孩子

做天天洗碗之类的重复性劳动，或者技
术难度要求非常高的活动，他就会兴趣
不高。 不是说孩子不喜欢劳动，而是他
更多受本身的兴趣或探究驱使。参与意
愿、积极性高的一些劳动，包括让城市
孩子到乡间耕作，去工厂车间参与生产
劳动，参与组装新家具等新奇的家务劳
动，对孩子具有吸引力，他们就会有强
烈的探究意愿。

第三， 用劳动教育孩子， 不是以
学校教育的方式， 而是通过家长跟孩
子的交流， 以及孩子对家长的观察和
模仿达成。 家庭是生活的场所， 不能
太学校化， 尽量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劳
动， 劳动时要有交流， 开展有意义的
对话， 形成言传身教 、 耳濡目染的
机制 。

第四 ， 孩子在参与家庭劳动中 ，
可探寻到未来作为成年人个体的生活
意义、 人生意义和工作职业意义。 专
业选择、 工作选择和孩子未来的职业
劳动相关， 在超越温饱生活的局限后，
家长要更多地从精神层面关心孩子。

此外， 家长不能把劳动简单地等
同于体力劳动， 劳动的内涵很深， 可
以分为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脑体结
合劳动等等， 要让孩子参与各种劳动，
不只是参与体力劳动。

家长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劳动
观念， 具备必备的劳动技能， 培育积
极的劳动精神， 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和品质， 这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助力
极大 。

本报记者 任洁 周美玉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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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做家务， 不仅仅是分担家
庭负担那么简单 ， 更 是 一 场 关 于 独
立 、 责任与成长的深刻教育。 我认
为， 别怕孩子帮倒忙， 也别怕孩子因
为做家务耽误了学习， 而要多给孩子
锻炼的机会。

我的孩子在3岁的时候， 我就让他
自己收拾玩具， 每天要把玩过的玩具

装到自己的箱子里。 四五岁时， 我试
着让他独立收拾自己的物品， 让孩子
把自己的衣物放在他的柜子里， 这样
更有助于他建立自主性。 6岁时， 让孩
子自己去整理被子， 还教会了他扫地、
拖地。 现在他可以完全独立把自己的
房间收拾干净， 平时也会主动帮我做
一些简单的家务。

有的家长可能会别担心孩子越做
越乱， 所以， 有时 候 就 会 忍 不 住 地
上前去帮忙 ， 或者是批评孩子做的
不好 ， 这种态度其实 是 不 利 于 孩 子
成长的 。 我会在孩子进步的过程中，
给予他们一些夸奖 ， 孩 子 在 成 长 过
程中 ， 也变得越来越积极的想要做
家务。

此外， 我没有用物质奖励诱惑孩
子做家务， 我是想让孩子养成做家务
的习惯， 锻炼他的能力。 如果孩子只
是为了利益而工作， 根本没把家务变
成热爱的事， 反倒弄巧成拙。 关键是
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家务劳
动不仅仅是爸爸妈妈的责任， 也是他
的分内之事。

我第一次意识到让孩子接触家务
活是在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 。 有一
次 ， 幼 儿 园 带 班 老 师 跟 我 谈 话
时 说 ： “我 们 班 小 女 生 都 被 保 护
得太好了 ， 要适当让他们学习一些
家庭里的生活技能， 干点家务活。” 老
师还讲到一个小细节， 如果班上有小
朋友不小心把水洒在地上， 就有贴心

的小男生赶紧去拿抹布 擦 水 ； 一 起
铺床的时候 ， 小男生也会主动帮忙，
小女生这方面就比较弱。 老师的一番
话提醒了我。

我认真回想了孩子成长的过程 ，
日常家务活我都包揽了， 孩子习惯了
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生活。 没有一
点分担家务的意识， 这样也不利于孩

子的成长 ， 一方面孩子自理能力差 ，
另一方面不会照顾别人， 眼里没活儿。
造成这方面情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
因是自己太过强势。

于是， 我计划从生活的 点 滴 开
始 。 这天放学后 ，我就跟孩子说 ：“宝
贝，我好累啊。 你给我捶捶背呗 。 ”孩
子一听到我需要帮忙，开心地说：“妈

妈， 快坐下休息一下。” ……就这样在
日常的生活中 ， 我会时不时 “忘记 ”
干一些事情， 并示意让孩子干。 收拾
餐桌， 打扫卫生、 收拾玩具、 整理自
己的衣柜……慢慢地， 孩子的生活技
能越来越强， 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
也就不用操心了， 而且孩子也越来越
自信。

我儿子从小被爷爷奶奶宠爱， 原
来对家务毫无兴趣， 老人也以孩子小
为由不让他干活。 我觉得孩子应该适
当参与家务劳动， 免得将来上大学后
什么也不会干被同学笑话， 自己也闹
心， 就决定采取初期适度使用奖励办
法， 同时培养孩子对劳动产生兴趣的
策略。

我制定了一个家务清单， 比如整

理玩具、 摆放餐具、 擦桌子等， 每项
任务对应一个小贴纸作为奖励。 每当
儿子完成一项任务， 就能在家庭奖励
表上贴一个小贴纸， 积累到一定数量
可以兑换小礼物， 或额外的游戏时间。

同时， 我告诉孩子做家务是每个
家庭成员的责任， 不能因为年龄就逃
避责任 ， 家长不能帮他走人生道路 ，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儿子听多了，

从开始的不耐烦， 逐渐变得若有所思，
听进去了。 我趁热打铁， 和孩子爸爸
经常表扬他做家务时的努力和成果 ，
让他感受到自己为家庭做的贡献被看
见和珍视， 知道父母一直在关注、 陪
伴他， 对他有期待， 这种期待又是他
能实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儿子发现自己
的房间整洁有序感觉很舒适， 帮助家

人也让他有成就感， 逐渐开始享受参
与家务的过程， 要求兑现奖励的次数
变少了。 当然， 我们还是会满足他的
小心愿， 做到言而有信。

现在， 即使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
儿子也愿意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
了， 在班里也会主动参加劳动， 这学
期还被同学高票推选为劳动委员。 得
到大家的认可， 他更加有成就感了。

如如何何引引导导孩孩子子
参参与与家家庭庭劳劳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