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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生子女与二胎的概念界定

所谓独生子女，是指一对夫妻生育的唯一子女，换句话

说，没有一个亲兄弟姐妹的孩子。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

会上提出了计划生育，开启了独生子女的新篇章，在这个时代

背景下，独生子女应运而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家

庭里的孩子就叫作独生子女[1]。

2013 年 11 月 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

布“单独二胎”政策。2015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正

式宣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

个孩子政策”[2]。

2 家务劳动下独生与二胎优秀品质养成

的比较

2.1 责任感

责任感是主体对于责任所产生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责任

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形式。它是一个人对自己、他人、家

庭、社会包括自然界主动担当使命的一种精神和心理态度，具

有能动属性。

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把所有爱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父母的形象往往是“给予”和“付出”，这种爱往往超越了有益

的范围，长期的溺爱很容易使他们习惯自己的特殊地位。久而

久之，培养的是一种利己主义。

“二胎”家庭中，在孩子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弟弟妹妹拿

个玩具、陪他一起玩，一起做家务，让两个孩子互相学会照顾，

渐渐培养起对对方的责任感，让幼儿意识到照顾对方是自己

分内的事，而不仅仅是父母的事。幼儿在照顾弟弟妹妹或者从

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体会到父母的辛苦，往往更加能替他人

着想，主动分担家庭的责任，只要心中有家庭、能从家庭的角

度考虑问题，便是具备家庭的责任感。

2.2 独立性

独立性是幼儿良好心理素质和健康个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个缺乏独立性的人只能以从属被支配的形象立身社会。

独生子女家庭，大多数家长把金钱、精力等全部投放在孩子身

上，一些属于孩子自己做的事情也完全由家庭来全权替代。这

样导致了有些幼儿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不能自理，不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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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照顾自己，进而使幼儿的独立性大大降低。

在独生子女的家庭模式中，父母是主要的教育责任主体，

但面对“二胎”新的家庭结构，家长可以把握特有家庭模式下

的教育契机，发挥最大的家庭教育功用。父母会有意识地培养

头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长子长女养成的良好行为习惯会对

幼子幼女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在劳动过程中尝试学着做事，学

着思考解决问题，独立意识不断增强。

2.3 感恩心

感恩，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个普通而又

熟悉的词汇能够迸发出无穷感人肺腑的情感和具有强大震撼

力的道德力量。而在一些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是一家的中

心，是家庭中的“小太阳”“小皇帝”，他们的物质生活非常丰

富，但情感生活却比较贫乏。他们会因为给自己的父辈拿了一

双筷子而津津乐道，却不曾为感激父母的辛勤操劳而说些体

贴话。

“二胎”家庭中，长子长女亲身经历了劳动的艰辛，逐渐能

理解大人的不容易，感恩之心油然而生。他们也能理解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应该努力学习报答父母，而这种感恩之心也会通

过榜样示范的作用深深影响幼子幼女。

3 幼儿参与家务劳动的价值与策略

3.1 幼儿参与家务劳动的价值

3.1.1 生理角度

淤开发幼儿的大脑潜能。很多成人认为，家务劳动主要是一

种体力劳动和家庭琐事，是较少智力含量的简单活动。其实对于

幼儿来说，家务劳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幼儿的大脑正在发育

中，家务劳动能调动孩子的多种感官促进大脑产生丰富的神经

联系，激活大脑的活动水平与能力，具有潜能开发的意义。

于练习幼儿的动作技能。幼儿在家务劳动中可以锻炼幼

儿的大、小肌肉。如：叠衣服可以促进幼儿小肌肉的发展，擦地

板可以促进幼儿大肌肉的发展。

3.1.2 心理学和教育学角度

淤增加幼儿的幸福感和价值感。家务劳动能让幼儿感受

到更大的角色实现，他们在家务劳动中，在家人的奖赏中，感

觉自己是好子女、好哥哥好姐姐，这种角色实现帮助他们感觉

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幸福感。

于激发创造力。家务劳动能更多地促进情绪记忆和动作

记忆，动作记忆又是培养各种技能的基础。西班牙教育者更从

实践中发现，家务劳动还能够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因为一切真

知来源于实践。

盂促进多方位自理能力的提升。自理能力是指个体在日

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自主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学习问题、交

往问题及心理问题的意识水平和行为能力。生活自理能力是

自理能力最基础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提升能够促进学习自理

能力、交往自理能力和心理自理能力的发展。

榆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亲子参与共同劳动，不仅让孩子

感受到父母的信任、体会父母的辛劳，更能够增加孩子对父母

的信赖，加深亲子感情。

3.2 幼儿劳动能力的培养策略

3.2.1 明确家务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

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动是每个人应尽的一份义务。应该

从小就让孩子明白参加扫地、洗菜等家务劳动，是他自己应尽

的义务，而不是帮父母干活，这样孩子在做家务时就会心甘情

愿地去做，而不会讨价还价地讲条件了。

3.2.2 劳动的内容要符合幼儿的年龄

不同年龄的幼儿生理成熟状况不同，劳动内容要根据幼

儿的身体机能和体力的所能负担的现实来提出具体任务。主

要是指幼儿照料自己生活的能力，如独立地穿脱衣服，自己收

拾整理玩具和图书，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根据不同年龄要求

应当从低到高、从简到繁，以提高幼儿的适应能力。

3.2.3 注意培养幼儿劳动的兴趣

兴趣是劳动的动力，并能转换为情感和克服困难的意志。

在幼儿有独立劳动的愿望时，趁机指导幼儿参加力所能及的

劳动，使其得到锻炼。鼓励和表扬也是激发幼儿兴趣的好方

法，当幼儿第一次学习扣纽扣，家长都要给予鼓励，增强了劳

动信心，就爱做事情，也会做得更好。另外，对幼儿也应进行正

面教育，提倡榜样的作用，使他们形成劳动光荣的思想认识，

成人不应用物质刺激幼儿对劳动的兴趣。

3.2.4 教给幼儿一定的劳动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要有益让幼儿观察成人的劳动，并引导幼

儿注意观察。成人一边做着有关动作，一边给幼儿进行讲解。

幼儿知道怎么做后，鼓励幼儿亲自动手实践，并且贯穿于一日

生活中。在练习中还要经常提醒，以免遗忘。

综上所述，幼儿期正是幼儿发展各种优秀品质和能力的

阶段，劳动对于幼儿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所以独生子女家庭的

父母应改变教育观念，采用多种策略注重对幼儿进行劳动教

育，培养幼儿的劳动能力，发展幼儿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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