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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热爱劳动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劳动融入孩子日

常生活，让他们体会由此带来的成就感和

快乐，不仅能帮助孩子从小懂得尊重与珍

惜，更能让热爱劳动这一传统美德在下一

代身上得到传承与发扬。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1603
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4.4%的受访家长平时注重对孩子进行劳

动教育。77.3%的受访家长会让孩子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进行劳动教育，75.1%的受访

家长认为孩子会懂得尊重劳动者，珍惜劳

动成果，67.4%的受访家长认为能继承发扬

勤俭节约、敬业奉献优良传统。

仍有很多家长觉得“干活
不是孩子的事，只有学习才是”

河南的马杨是一名初中生家长。她感

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开始

注重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了，“比如我们有

几个家庭经常聚餐，有的家长就会特意喊

孩子帮忙取纸巾、布置餐盘，孩子们也会积

极地协助大人做事情。”

调查中，84.4%的受访家长平时注重对

孩子进行劳动教育。

湖北省荆州市的小学生家长陈勉出身

农村，从小帮家里干家务农活，如今他也很

注重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我会让孩子负

责整理自己的房间，鼓励他参与家庭大扫

除。”他说，虽然不能做得那么整洁到位，但

好习惯是慢慢养成的。

马杨现在也坚持让孩子“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希望孩子能从中得到锻炼，更加

独立”。“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除了单纯的

家务劳动，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像准备学校

活动的材料、组织家庭外出活动等。我都让

孩子试着自己做，也提醒他有困难可以找

大人帮忙。”

“让孩子劳动时，孩子也会经常犯懒不

想动，换位思考，其实大人有时何尝不是如

此。所以我会耐心地去鼓励孩子。”马杨总

结，家长让孩子劳动要抓住契机，或者通过

协商达成一致。

家长通过哪些方式对孩子进行劳动教

育？77.3%的受访家长会让孩子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如整理自己的房间；63.3%的受访

家长会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59.8%的受访

家长会培养孩子一项劳动爱好，如制作手

工艺品、简单烹饪；38.4%的受访家长在平

时会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38.2%的受访家

长会带孩子参与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

河南省一所市直小学的语文老师王佳

指出，现在仍有很多家长觉得“干活不是孩

子的事，只有学习才是”。她认为，首先要改变

这些家长的传统观念，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劳

动教育的价值与重要性。其次，家长要言传

身教，发挥“人生第一任老师”的示范作用。

“从小家长就帮忙处理所
有事，孩子会觉得这都是理所
应当”

“有些孩子中学进入寄宿学校或是到

了大学很不适应，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方面

难以自理。据我了解，有孩子会将一两周的

脏衣服全部打包带回家洗。”陈勉觉得，进行

劳动教育不仅能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更能

让孩子学会自立。“从小家长就帮忙处理所

有事，孩子会觉得这都是理所应当，不珍惜

劳动成果，也不懂得尊重劳动者。”

陈勉分析，家长对孩子事事包办，就会

给孩子养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

不爱劳动，“比如吃饭时，总是家长提前把鸡

蛋皮剥好、把鱼刺挑干净，就差喂嘴里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

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班建武指出，对于大多数家庭，开

展劳动教育，记住一条就够了，那就是“放

手”。“家长退一步，孩子就会进一步。家长

要在观念层面转变。”他分析，中国人养孩

子总想着“再苦不能苦孩子”，但用这样的

方式养出的孩子，往往会缺乏独立自主的

人格品质，也不会懂得感恩。“举个常见例

子，孩子到学校发现没带作业，他的第一反

应可能不是自己粗心大意，而是责怪家长

没仔细收拾书包。”

“热爱劳动能为孩子未来
发展做好一个心理上的铺垫”

马杨认为，当孩子有了劳动意识，不仅

能处理自己的事，还能为家里做事，潜移默

化地就树立起了家庭责任感，“他们会真正

意识到自己是家里的一分子，有责任共同

面对问题，也更能理解、体谅父母的辛苦，

增进亲子关系。”她还特别指出，从小劳作

的孩子，长大后更能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面

对很多事情都不会觉得那么辛苦、委屈，

“热爱劳动能为孩子未来发展做好一个心

理上的铺垫，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

劳动教育对孩子成长有哪些重要意

义？75.1%的受访家长认为会懂得尊重劳动

者，珍惜劳动成果；72.4%的受访家长表示

能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67.4%的受访家长

认为能继承发扬勤俭节约、敬业奉献优良

传统；60.6%的受访家长认为会热爱劳动，

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43.8%的受访家长感

觉能够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班建武指出，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

人类劳动的形态一直在变。“从单纯用手脚

劳动，慢慢地有了锄头，再后来有了机器。

而今，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但

劳动者奉献、探索，以及辛勤劳作的精神是

始终不变的。”

班建武认为，劳动教育的意义重大。从

个体层面，劳动教育有助于孩子更好地安

身立命。在培养基本生活能力、自理能力之

外，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人格，

拥有自我实现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从国家层面，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至关重要。“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都离不开劳动。发展到今天，我们

国家目前最大难题是行业核心技术‘卡脖

子’。所以在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应引

导学生了解国家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激发他们不断创新发

展，致力于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

（姚奕鹏对此文
亦有贡献，文中王佳
为化名）

75.1%受访家长认为劳动教育让孩子尊重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
84.4%受访家长平时注重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

对于孩子坚韧、担当等品格的塑造有着

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家庭

却忽视了对孩子劳动习惯的培养。中国

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1603 名中小

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自己的

事情不自己做，习惯让大人代劳是中小

学生不热爱劳动的主要体现。孩子不爱

劳动，65.3%的受访家长指出家长主抓

课业，不让劳动是最大原因。

中小学生不爱劳动表
现：75.7%受访家长直指自
己的事情不自己做，习惯让
大人代劳

湖北省荆州市的小学生家长陈勉感

慨，现在一些孩子连最基本的扫帚、拖

把等劳动工具都不会使用，“扫地时后

背挺得直直的，拿着扫帚‘蹭’地面，

一看就是没干过。”

重庆的刘女士女儿读小学四年级，

“她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每天都要给

她收拾一遍，不然就跟进了小偷一

样。”刘女士说，女儿喜欢各种玩偶，

常让她给买，后来她就跟女儿约定好，

只有保持房间和床铺干净整洁，才能

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女儿房间的

卫生保持得还不错。而且一旦我发现房

间乱了，她能立即收拾恢复。”

中小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不热

爱劳动的体现？75.7%的受访家长直指

自己的事情不自己做，习惯让大人代

劳；58.7%的受访家长感慨不珍惜劳动

成果，如浪费粮食；57.0%的受访家长

指出不会做简单家务，如洗碗、洗衣

服；51.8%的受访家长表示缺乏日常劳

动技能。其他体现还有：生活自理能力

差（37.4%），对劳动工作者不够尊重

（35.7%），不识五谷不辨果蔬（34.4%）等。

当家长事事替孩子包
办，孩子就容易缺乏负责任
的意识

马杨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她指出，

很多家长做了孩子本可以自己做的事

情，孩子习惯于等现成的，是导致一些中

小学生不爱劳动、“没眼力见儿”的重要

原因，“因为从小就没人告诉他们，有很

多事情是自己可以做也应该去做的。”

陈勉感慨，现在有的家庭是隔辈带

孩子，老人更加溺爱孩子，不舍得让孩

子受一丁点苦。“还有一点很重要，不

少家长将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学

习上，觉得‘学生天职就是学习’‘只

管学习就行’，忽视了劳动教育。”

河南省一所市直小学的语文老师王

佳指出，学生时间不足、家庭成员意识

缺失、学校缺乏课程设计、社会环境欠

缺是造成一些中小学生不热爱劳动的主

要原因。“虽然‘双减’以来孩子学业

负担减轻了不少，但有的孩子课后时间

被各种学习班、作业占据大部分的情况

仍然普遍存在。很多家庭都是 4 个或 6
个大人围着孩子转，孩子在家劳动的机

会也就被‘剥夺’了。此外，一些学校

劳动教育也有流于形式等问题。而一些

‘农耕式’的新式劳动体验活动，囿于

现实条件和资源的问题，也并不是所有

学校都能开展。”

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些中小学生不爱

劳动？调查中， 65.3%的受访家长直

言，家长主抓课业，不让劳动是最大问

题，64.6%的受访家长指出社会氛围重

学习成绩，劳动教育被淡化，62.4%的

受访家长直言家长习惯了对孩子事事包

办，47.5%的受访家长认为学校劳技教

学形同虚设，未发挥作用，46.8%的受

访家长直言长辈溺爱孩子，有求必应。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班建武认为，其实很多孩

子内心是不排斥劳动甚至是热爱劳动

的。“很多学校在开设学工学农的劳动

教育，比如在学校里开设农场、在楼顶

开发一片‘田地’让孩子种菜，你会发

现，学生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他认为，

孩子在社会立足的最核心竞争力是独立

自主健全的人格。当家长事事替孩子包

办，孩子就容易缺乏对自己人生负责任

的意识。“家长要多陪伴、少代替。”

（姚奕鹏对此文亦有贡献，文中王佳
为化名）

孩子不爱劳动？
65.3%受访家长认为一些
家长主抓课业不让劳动是主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志伟 王品芝
实习生 张馨月

4 月 28 日，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

立 100 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1670 名劳动模

范和 756 名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次日，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1339 名受访者进行了一

项有关“劳动精神”的调查，结果显示，

81.9%的受访者相信美好生活是靠劳动奋

斗出来的，86.6%的受访者认同“每个认

真劳动的人都闪闪发光”。

“干一行爱一行，通过劳
动实现自身价值”

“每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我都会观看。他们身上那种坚持

努力、不怕吃苦的精神，以及即使无人看到

也始终坚定前行的态度，让我学到很多。”

在北京读大学的 00后张嫣玉认为，劳动是

需要肯定的，尤其那些很辛苦的工作，应该

通过物质或精神支持让劳动者感到被重

视，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劳模是不求回报的，他们执着、坚定、

勇往直前。劳模也是从普通岗位上干起来

的，我很敬佩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对职业的

热爱和理想，他们的精神感召着我们每一

个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许郡是一名个

体经营者，她曾在工厂做工，也从事过销

售、售后服务等工作，虽然这些工作比较

辛苦，但让她收获了许多受益终身的本

领。“向劳动模范们学习，干一行爱一行，

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那

么，他们身上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调

查显示，勤奋努力 （63.9%）、爱岗敬业

（63.4%）、坚韧不拔 （59.2%） 排在前三

位。其他还有：工匠精神 （53.8%）、创新

进取 （48.1%）、责任感强 （45.1%）、团队

协作 （42.0%）、无私奉献（29.4%）。

在南京一家民企工作的 90 后陈诚关

注到，在今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中，既有一些知名的运动员，像樊振东、

王曼昱，也有外卖员、企业家，“他们都是各

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是行业的标杆”。陈诚

觉得，他们之所以能被称为人民的楷模、国

家的栋梁，在于他们身上那种始终迎难而

上、刻苦钻研的精神，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

很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让人深受鼓舞。“向

他们看齐，对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发展

也很有帮助。”

每个脚踏实地、努力拼搏
的人都闪闪发光

现居湖南郴州的 90 后王林开了一家

经营物流业务的小公司，跑业务、送货都

由他和家人一起完成。王林很早便离开家

乡，外出闯荡，从在工厂做工，到后来自

己创业，他觉得一路走来虽然辛苦，但也

很值得。“我靠自己的双手在这座城市买

了房和车，还有了一双儿女，生活很幸

福，我也很知足。”

“我父亲曾是国营汽修厂的工人，负责

操作工厂的车床，从小就给我传递‘劳动光

荣，不劳而获可耻’的观点，还时常给我讲

时传祥、李素丽、王进喜的事迹。”80后
王春华小时候去父亲的工厂参观，看到车

间里的机器时非常震撼，“父亲和叔叔伯

伯们每天就是这样工作，生产出了一个个

零部件”。

上大学后，工科专业的王春华还到工

厂实习，学习把一块毛坯的金属，通过一个

个步骤，加工成一个金属零件，“这种感觉

很神奇，体会到了父辈的付出，也感受到了

劳动的意义”。现在王春华作为两个孩子的

父亲，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承担起了家庭的责

任，“靠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让生活越过越好”。

调查显示，81.9%的受访者相信美好生

活是靠劳动奋斗出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00后受访者对此认同的比例更高，为 84.3%。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应对公司外贸订

单的变化，陈诚时常要加班，晚上 9点多才

能下班。在坐地铁时，他发现很多维修师

傅、建筑工人也才下班，风尘仆仆的，还有

的人因为劳累而坐在地上打盹。这个画面

让他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那则发生在北京

地铁里的新闻，在有乘客嫌弃身边的工人

时，有位女士站出来说，“我愿意跟他挨

着”。陈诚觉得这句简短朴实的话，格外温

暖人心，展现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包容和尊

重。他觉得，虽然每个人从事的工作不同，

但只要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就是闪闪发光

的人，就值得被尊重。

调查显示，86.6%的受访者认同“每个

认真劳动的人都闪闪发光”，其中，48.9%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认同。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每个劳动者都

很重要。”张嫣玉希望自己未来无论从事

什么工作，都能通过劳动获得成就。“专

注自身，保持热爱。”

靠劳动实现美好生活，许郡认为要目

标坚定并朝着目标不断走下去，“相信每

个人都能在劳动中收获获得感和成就感，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参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占

42.2%，女性占 57.8%；00 后占 10.9%，95 后

占 15.7%，90 后占 40.9%，85 后占 17.4%，80
后 占 12.5% ，其 他 占 2.6% ；已 工 作 的 占

88.2%，还没有工作的占 11.0%，已退休的

占 0.8%。

（应受访者要求，张嫣玉、王春华为化名）

86.6%受访者认同“每个认真劳动的人都闪闪发光”
超八成受访者相信美好生活是靠劳动奋斗出来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做一件当地特色手工艺品，为旅行留

下独一无二的记忆；体验非遗手工，在玩

乐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沉浸式手作

为旅程增添了一份仪式感。外出旅游时，

你会体验手作项目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1335 名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出旅游时，

23.9%的受访者一定会体验当地的非遗手

工，51.9%的受访者有机会就去。91.7%的

受访者期待生活所在地或旅游目的地有更

多手作消费体验项目。

在手工劳动中，感受慢下来的乐趣

甘肃兰州的高二学生邢梓涵最开始接

触手作，是因为同学送了她一份需要动手

制作的生日礼物。“从那之后我就对手作很

感兴趣，基本每个假期都会完成一两件作

品。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仪式了，每一

件作品都印象很深刻、内涵很丰富。”

大家是怎么接触到手作的？调查中，

49.8%的受访者是为了忙里偷闲，感受慢下来

的乐趣；40.6%的受访者是在旅游时，体验了

当地特色手艺；37.2%的受访者是在约会时与

朋友探索新玩法接触到的；31.5%的受访者表

示是情绪低落时，想劳动一下换个心情。

任建华是一名初中美术老师，她最初

接触手作是为了制作一些教具。“在制作过

程中，我对非遗手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日

常生活中就更多地学习起来。到目前为止

我接触过剪纸、扎染、香囊、版画、折纸、纸

雕、竹编、钩花，最近在尝试编织。”

此外，30.6%的受访者把手作当成带娃

新尝试，希望提高孩子动手能力；30.3%的

受访者是在特殊节日或纪念日，亲手制作

纪念物品而接触到手作的；29.8%的受访者

是受兴趣驱动，想探索新领域，挑战自己；

27.9%的受访者是为了学门手艺，让自己以

后能多条路；15.4%的受访者是被社交媒体

上他人分享的手作作品吸引。

“初中教材中，对非遗有一些课程设计

的要求，而我接触的手作很多都是非遗项

目，自己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更方便教学生。”

在体验手作的过程中，任建华深深感受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发现非遗手工艺

术非常有趣。“手作的操作难度并没有人们

想象的大，比较容易上手。大家可以在网上

买一些入门级的工具材料，搜索一些教学视

频，从简单的手作开始，比如剪纸，慢慢再进

行竹编等技术要求高一些的手工。”

河北邯郸的郭涵经营着一家手作小

店，她店里的手作项目大多比较简单，可以

零基础上手。郭涵表示，制作手作的过程比

较治愈，是年轻人的一种解压方式。而且手

作的自由度比较高，可以随意设计自己喜

欢的造型图案，完成的作品也是独一无二

的，很有纪念意义。“有人把从我们这里做

的陶艺作品当作结婚的伴手礼。”

91.7%受访者期待更多
手作体验项目

80 后杨莹打算“五一”假期带孩子去

江西景德镇体验陶瓷手工，“孩子虽然还

小，但很喜欢做手工。我看到景德镇有很多

做陶瓷的小店，做了攻略后选了陶瓷拼画、

吹玻璃、漆扇几个项目，想带他尝试一下”。

任建华说，很多旅游景点都有展示城

市特点的手作，比如甘肃省博物馆展示的

彩陶文化，参观者可以亲身体验。

调查显示，外出旅游时，23.9%的受访

者一定会体验当地的非遗手工，51.9%的受

访者有机会就去，22.8%的受访者看情况，

感兴趣才会去，1.4%的受访者基本不会。

任建华期待旅游城市多一些能现场体

验的、承载本地历史文化特色的手作项

目。“北京有掐丝珐琅，潍坊有风筝，天津有

杨柳青年画，这些都可以现场动手制作。如

果我去到这些地方，肯定会体验一下。”

调查中，91.7%的受访者期待生活所在

地或旅游目的地有更多手作消费体验项目。

“现在大家在旅行中很注重沉浸感和

互动感，在游览文化景点时，希望能更有

趣味性一点。”杨莹发现，不管是博物

馆、科技馆还是文化景点，近年来都有了

很多手作体验项目，“一方面让旅行多了

一种体验方式，另一方面也更能沉浸式感

受文化的魅力”。

杨莹期待各地加大对标志性的、有符

号意义的手作活动的宣传。“比如各地文

旅可以在内容平台上售卖材料包，教大家

如何制作传统手工艺品，同时在旅游地开

设相关项目，提升大家旅行中的文化体

验。”杨莹还希望降低手作体验项目的价

格，对消费者更友好一些。

邢梓涵之前去广州旅游时，在一个商

业综合体里看到，一整层都是各种各样的

可以体验的手作项目，比如画石膏娃娃、

做手链等。“这种集中多样手作项目的综

合性体验场所，我在自己的城市没有看到

过。如果各地能根据特色，因地制宜地发

展非遗手作，让大家有更多体验的机会，

将有助于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播。”

受访者中，男性占

41.6%，女性占 58.4%。00
后 占 16.9% ，90 后 占

50.0%，80后占27.0%，70
后占4.5%，60后占1.6%。

（应受访者要求，
郭涵为化名。李斯宇
对此文亦有贡献）

91.7%受访者期待更多手作体验
接触手作，近五成受访者是为了感受慢下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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