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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回归：反思劳动教育的存在状况

■赵荣辉

摘 要：劳动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教化价值。 在当前的教育场域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

响，社会现实的左右以及教育价值取向的导引，致使劳动教育受到冷落。 轻视劳动、误用劳动、有劳无教以及过度劳

动是这一状况鲜明的体现，通过揭示这些问题的实质，必将有助于驱除迷雾，进而把握劳动教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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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教育情境中，劳动教育①的本义遭到扭曲，
成为学校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 惩罚的手段以及规训的

方式，这是劳动教育弱化、淡化、虚无化的体现。 由于此种

境况，漠视了儿童劳动所蕴含的教育性，致使儿童劳动的

本意没有被很好地把握，这是一种偏执于一端的行为，是

片面的劳动教育观。 针对这种境况，作为教育者，必须真

正地把握劳动教育的实质， 挖掘劳动教育中的儿童劳动

所蕴含的教化价值，这必将有助于回归劳动教育的本意，
克服当前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最终，发挥劳动教育在促

进儿童的精神全面成长的历程中的积极作用。
一、轻视劳动

鄙视劳动②、轻视劳动的思想，自古就有。 在中国传

统教育中，存在体脑差别、轻视体力劳动的问题。 孔子就

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把“请学稼”、“请学为圃”
的樊迟斥为“小人”。 孟子反对许行，认为，劳心者治人，劳

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

也。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认为，机械的工

作是道德修养的阻碍。 然而，时至今日，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劳动受到人

们的轻视，很多儿童蔑视劳动。
教育中轻视劳动的原因，一方面，由 于 社 会 环 境 的

影响，社会上重视脑力劳动者，轻视体力劳动者，各自在

社会上的地位有所差异，资源占有也存在一定差距；另一

方面，教育者的教育观念以及家长的传统观念，导致了对

劳动内涵的误解，以至于轻视劳动。问题不是脑力劳动不

够，而是脑力劳动过度了，体力劳动却相对缺乏。 书本知

识教育仍然占据着上风， 学校教育更偏重于儿童对于知

识的受纳，让儿童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忽视了儿童体力

劳动的积极意义。轻视劳动，主要还是观念上没有意识到

劳动的教化价值，没有形成尊重劳动的氛围，没有尊重从

事劳动的人。 这就会产生懒惰、懈怠，就会轻率地对待物

质资源以及精神财富，就会对社会公正产生消极的影响。
精神生活和创造性劳动的这种分离， 必将阻碍儿童的精

神有序地成长。
轻视体力劳动无助于儿童的精神全面成长，因为排

斥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是有局限性的。实践证明，轻视体

力劳动的教育无益于培育儿童参加社会劳动的能力，无

益于儿童对这种劳动的准备。 轻视体力劳动不可能实现

儿童的真正和谐，因为轻视体力劳动的和谐是有弊端的。
“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明、文化和精神生活，被各种不可避免的矛盾所肢解，
因而停止了发展”。 [1]所以，轻视劳动致使劳动无法成为儿

童的精神需求，无法使儿童的周围不光有自然世界、成人

世界，而且也有劳动、创造、建设的世界以及儿童自我的

世界。轻视劳动无法使儿童明白作为未来公民的责任，无

法使儿童很好地融入未来的劳动社会。因此，儿童在社会

上的作用，儿童作为公民的价值，无法得到良好的展现。
儿童内在的精神需求也无法在劳动中显现， 劳动也不可

能成为儿童展现自我内在精神需求的良好媒介。在这种境

况下，儿童不可能热爱劳动，劳动也无法给儿童带来最大

的快乐和满足。 儿童更无法领会劳动代表着：我是在做有

用的事，他人期望我的劳动给他们带来助益；更不可能将

劳动作为自我的发展方式。 所以，离开了探究，离开了劳

动，儿童手中便无事可干，脑中便无事可想，儿童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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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和道德都将受到损害，儿童便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人。
轻视劳动的思想是没有理解劳动的内涵，片面地领

会了劳动的意义。我们不否认：“劳动无疑是个重担，但没

有这个重担， 原来可以实现的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结合就

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只有从事劳动

和肩负重担的人才有希望享受的平静安宁的生活， 那么

他就应该去承受这个重担。 ”[2]所以，必须指出另一种事

实，即劳动不仅有社会生产的意义，并且在个人的生活上

也有很大的意义。 认为在劳动教育中仅仅发展筋肉和视

觉、触觉等认识手段，仅仅发展手指动作等等的看法是完

全错误的。劳动促进体力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道

德和精神上的发展，这种精神发展是由和谐劳动产生的。
因而，教育者必须改变轻视劳动的观念，积极引导儿童参

加与自然接触的劳动，在劳动中塑造儿童完美的品性。儿

童不能远离这片教育的热土， 教育者必须引导儿童积极

体验劳动的无穷乐趣， 感受劳动的无限魅力以及领悟劳

动的多重教化价值，从而，帮助儿童在劳动世界获得自我

精神的全面成长。
二、误用劳动

劳动是儿童的内在需要，是促进儿童发展的一种方

式。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劳动却存在着被误用的现象。劳

动成了强制儿童学习的工具，成了惩戒儿童的手段，成了

教育者手中驱赶儿童的棍棒。 这一切将使儿童渐渐地远

离这本属于他们的自由的、快乐的以及美好的劳动领域，
而趋向于单一化、刻板化以及僵化的活动。

1.劳动被误用为惩罚的手段。 惩罚不是否定性的，是

防范性的、发展性的中介。惩罚不能破坏儿童内在的生长

秩序，而是要成为促进儿童的精神有序成长的动力。 “惩

罚并不是为了使他人的身体或灵魂吃苦头； 而是在遇到

过失时确证过失所否定的规范。 这就是惩罚在儿童教育

上的功能与驯服动物之间的重大区别”。 [3]合理的惩罚有

助于儿童逐渐萌发出规则意识，学会自律，以敬重的心灵

去面对现实的生活。对于儿童来说，惩罚便是一个能够感

觉到的刺激， 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将通过这个刺激被激

发出来。惩罚是一种象征，儿童的心灵可以将受到责难的

行为所唤起的感受表达出来。因而，惩罚的效用必须是积

极的，必须有助于儿童感觉到自我的错误、认清自我的问

题，从而获得正确行为规范的价值认同。 但是，惩罚的手

段却是令人不愉快、令人趋于回避的东西，它给儿童带来

对痛苦的恐惧，进而能够防止被禁止的行为重复发生。换

言之，惩罚的功能本质上是预防性的，这完全可以归结为

惩罚的威胁所带来的惩戒作用。 可见惩罚在一定意义上

将产生消极情绪，惩罚的方式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在当

前的教育情景中，却存在将劳动作为惩罚手段的现象，其

没有看到劳动自身的积极意义， 致使儿童将劳动看作可

怕的事情。例如，儿童犯了错，教师令其每天做值日；打扫

卫生区；脏的、苦的、累的，都令犯错误的儿童来做，这必

将在儿童的心里留下阴影， 使他们对劳动产生逆反的心

理。在不断地强化之中，憎恶劳动、反感劳动、逃避劳动的

情感必将在儿童的心中愈加强烈。 因而，对于儿童而言，

劳动是丢失自己名誉的行为，劳动会使其无地自容，这必

将导致儿童的失望，使儿童渐渐地远离劳动。
2.劳动被误用为规训的方式。 将劳动作为限制儿童

自由的一种方式，儿童自由展示的机会被剥夺了。活泼好

动的儿童被视为班级的不安定因素。 教育者为了维护所

谓的秩序，将好动的儿童置于劳动任务之中，将儿童限定

在狭小的领域里，限制着、控制着、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同时，教育者将劳动作为压制儿童的手段，通过劳动将儿

童隔离开来，控制着儿童的自主性，规训着儿童。 这无益

于儿童理解自我作为生产者的角色， 无益于儿童将自我

定位于社会的和个人的角色。这标示着，在规训化的劳动

中，教育者没有将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没有将

劳动作为儿童的内在需要， 没有将劳动看作儿童的发展

方式，而是误用了劳动，其无助于培育儿童的公民性，拓

展儿童的精神生活世界。这是压抑儿童心智的行为，必将

损害儿童的精神健全地成长，但是，儿童的精神却是神圣

的，不容打压的。对儿童的精神活动强施影响，“无异于去

捕捉阳光，不论用什么去覆盖，它总还是在表面上”。 [4]所

以，儿童的精神迟早要显现，无法彻底地打压。
3.劳动被误用为追逐利益的工具。 儿童的劳动成了

学校获取经济利益以及儿童获取奖励的方式。 学校的活

动围绕劳动的获利展开；儿童则忙于获得表扬、优待、偏

爱而进行劳动。 利益的追逐误导儿童渐渐地学会了如何

打败同辈，如何投机取巧，如何自私自利，而合作、谦让、
感恩的教化则相对匮乏。这必将扭曲儿童的价值取向，使

他们鄙视他人的劳动成果，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趋向。儿

童的内心渐渐地将会萌发出不平等的意识以及贪婪的欲

望，冷漠的态度将占据儿童的心灵，这对于未来社会的公

民来讲很可悲。 这种状况，势必导致提早的社会分层，这

对于未来社会的民主、 公平等理念的形成没有根本的助

益，这一切完全偏离了劳动的真实意图。
劳动的误用，致使劳动成了压抑儿童的工具。 劳动

没有成为促进儿童的精神自由成长的有益助手， 反而成

了儿童努力挣脱的枷锁。 劳动的误用无益于儿童获得自

由，无益于儿童获得发展，无益于展示儿童的自由意志。
不自由的劳动不仅不能从精神上使儿童变得崇高， 反而

把儿童降低到牲口的地位，同时，劳动的误用无益于儿童

意识到劳动的必要性。所有被迫的劳动，都会毁坏从事劳

动的儿童的人性。因此，“只有自己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才

不需要借用他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由此可见，在所

有一切的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 真正自

由的人，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5]

因而，在劳动中，必须反对强制，反对规训，要尊重儿童劳

动的合法地位。真正的劳动必定是一种自由的劳动，自由

的劳动对于儿童的精神生活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至于没

有这样的劳动， 儿童的精神生活就会丧失其所具有的价

值与尊严。它不仅对于儿童的发展，甚至对于维护儿童已

经达到的尊严程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条件。 所以，不亲身

参加劳动，儿童就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维持原状，它必

然只会倒退。 因而， 劳动的本真价值和意义必须获得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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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只有这样，劳动的教化价值才会受到认可，轻视劳动、
误用劳动、歪曲劳动的现象才会被根除。 在此前提下，儿

童的心智才会获得健全地成长， 儿童的心灵才会回归自

我的平和状态，儿童才有可能书写自我生活的完美诗篇。
三、有劳无教

当前的劳动教育存在着劳动单调化的问题，儿童只

是机械地劳动， 劳动过于随意， 劳动的严肃性则相对缺

失。儿童没有在劳动中获得具有教育性的东西，劳动的教

育性没有很好地得以体现。
1.当前仅有的劳动教育缺乏深入性。 在当前的劳动

教育中，儿童劳动存在表层化的问题，儿童没有倾注自己

一部分心血于创造性的劳动中。因而，儿童通过自己的劳

动，也不可能对自己周围的人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无助于

对自我以及他人的鞭策。 同时，在劳动中，儿童的想象力、
求知欲以及创造潜能也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劳动没有

独立于学习、上课、家庭作业。 另外，教育者没有挖掘劳动

的创造性。 通过劳动，儿童没有学会思考和认识世界，没

有成为善于思考和创造的人。那么，劳动也就无法激发儿

童新的智力兴趣， 因而， 儿童也就不可能想要多懂得一

些，更不可能深刻地探索劳动的奥秘。 在此动机下，儿童

不会主动去读书，积极去思考，进而力求丰富自我在劳动

中的创造性探索。 表层化的劳动不可能激发儿童的求知

欲、好奇心以及创造潜能，儿童也无法明白劳动不只是为

了自我的生活，同时也是为他人创造福祉的活动。
2.当前仅有的劳动教育缺乏教育性。 当前的劳动教

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思想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

以及情感教育，脱离了儿童的创造、兴趣和需要，脱离了

儿童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 因而， 劳动就会成为一种劳

役，儿童只想尽快地服完役，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

有趣的活动。这说明，当前的劳动教育没有注重对儿童劳

动所蕴含的教育性的挖掘， 没有通过发挥劳动的教化作

用来促进儿童的精神全面地成长。 所以，通过劳动教育，
儿童没有很好地感受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没有很好

地领悟人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趣味性。缺失教育性的劳

动不可能使儿童变得高尚，更不可能给儿童带来幸福。 忽

视了教育性的劳动无法体现社会进步和道德进步这一最

崇高的思想，也就无法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劳动。 因此，
儿童也就无法理解周围世界的各种现象， 把握多样的因

果联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便无法体会劳动的社会价值。
因此，儿童的内心深处便无法懂得和感觉到，在我们的社

会里，人对待人的态度和一个公民的社会面貌，是通过创

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表现出来的。
3. 当前仅有的劳动教育片面地重视外在的形式，忽

视了儿童内在精神的涵养。 人生是不断选择的过程，人生

的困难层出不穷。 通过具有教育性的劳动可以使儿童锻

造自我执著的心，激发其勇往直前的勇气。 但是，当前的

劳动教育却存在着流于形式的问题， 忽视了对儿童劳动

自身所蕴含的教化价值的挖掘， 这违背了儿童劳动的初

衷。 形式化的劳动必将毁坏儿童的精神生活，无助于儿童

真正地感受生活的艰难， 无助于儿童理解何为允许做的

事和不允许做的事、何为值得赞扬的事和应受谴责的事、
何为道德高尚的事和卑鄙可耻的事。因此，儿童也就无法

打开通往幸福之路。另外，形式化的劳动也无助于儿童在

克服困难、 体验生活意义的过程中， 丰富自我的情感世

界，这势必导致儿童产生无力的感情，产生孤独的念头。
但是，儿童的感情却是一心一意的，并且紧紧地支配着思

想。 在感情的影响之下，儿童随时准备行动，而且是立刻

行动。重要的是使儿童心灵之中发出的热情要感染他人，
而不是让它冷却， 因为儿童的心还只是刚刚开始体验别

人的欢乐与痛苦。因此，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使劳动领域

之中的感情变得更深沉、更经常、更持久。 如果在儿童时

代不使心灵之中迸发出来的热情用在做出高尚的行为之

上，不去感染别人的话，那么，儿童就无法获得情感的充

实，更不可能实现精神的健康成长。
四、过度的劳动

在我国历史上， 教育领域出现过过度劳动的现象。
当时， 在教育中过度地强化了劳动， 忽视了课堂知识教

学，扭曲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本意。 在当今社会，也存在

着未成年人因家境贫寒而打工的现象。如农村留守儿童，
在课余时间， 为了补贴家用而从事一些不适合其身心特

征的劳动。 而一些老板、雇主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为降低

成本、减少开支，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雇佣未成年人做

童工，并把风险高、工资低、脏、乱、累的工作安排童工去

干，这损害了童工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童工的死亡。 例

如，重庆花炮作坊爆炸致 12 名童工死亡事件。 历史与现

实说明，劳动不能过度，过度的劳动无助于儿童的身心和

谐地发展，必将扭曲儿童的精神成长。
过度的劳动是非人性化的体现，必将戕害儿童的心

灵，致使儿童的精神畸形地成长。儿童的劳动应当是自由

的活动，教育者不应该奴役儿童，使儿童具有奴性心理。
因此，通过适度的劳动，最主要的是要在每个儿童身上发

现他最强的一面，发现他的闪光点，找到他作为个人发展

根源的灵魂， 从而使儿童在能够最充分地显示和发挥他

天赋素质的事情上达到他的年龄可能达到的水平。
1.过度的劳动会压制儿童内在心灵秩序的展开。 过

度的劳动没有遵循儿童内在的发展秩序。 在任何劳动中

产生正常的疲劳我们是允许的，但是，过度的劳动必将导

致儿童的体力和神经系统的过度疲劳。 过度的劳动使任

务的负担量超出了儿童的能力。劳动种类的过分单一，不

同劳动没有进行恰当的交替， 也没有与儿童的整个精神

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 这都会限制儿童内在心灵秩序的

展开。 “只有那些有助于人们去认识世界和开拓世界的多

种多样的劳动， 只有在进行创造的进程中实现人的个性

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的劳动， 只有用使精神生活不断丰

富的劳动去充实空余时间才能使人幸福”。 [6]否则，过度的

劳动必将扭曲儿童的人性， 致使儿童成为一个 “精神赤

贫”的人，这不是劳动教育的主旨，而是过度劳动所造成

的恶果。 因此，劳动教育作为教化的形式，不是一切都是

为了劳动。 劳动只是促进儿童的精神良好成长的一种方

式， 适度的劳动既在于儿童的才能得到发挥且热衷于劳

异化与回归：反思劳动教育的存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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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在其中成为创造者； 也在于儿童能够欣赏周围世界

的美，并为他人创造美；又在于儿童能够爱别人并被别人

敬爱。
2.过度的劳动必将导致儿童心灵的扭曲，致使儿童

畸形地发展。 过度的劳动使儿童经受着肉体与精神的痛

苦， 内在的精神难以得到涵养。 由于缺乏内在精神的养

育，这种劳动只能是无用的机械活动。 因为，儿童最终必

须完整地感觉他自己，完整地实现他自己，并且为这种完

整要求一种精神性的内容， 而单单劳动绝不可能提供这

种内容。 过度的劳动没有蕴含道德性、 教育性以及精神

性，无法养育儿童的精神，更无法促进儿童的精神全面地

成长。 因此，我们提倡劳动，并不代表劳动能够替代一切

教化的路径，劳动只是教化的一个重要媒介。 因而，劳动

只有与其他各类教育的路径相结合， 才能发挥它自身的

教化之意。 “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

识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教育， 就不

会带来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 [7]劳动

如果不蕴含政治的、道德的教育，如果儿童不参加社会生

活和政治生活，那么，这种劳动就只能成为一种被动的过

程，不会取得积极的效果，也不可能成为教化的方式。 因

而，过度的劳动抹杀了其他教化形式的积极性，没有与其

他教化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所以，无法展现劳动自身所

蕴含的教化价值，无法涵养儿童的心灵，更无法丰富儿童

的精神生活。
3. 过度的劳动会戕害儿童的生命。 人是坚强的，同

时，也是脆弱的，转瞬间，人不知将会呈现在哪里。 “人只

不过是一段芦苇，也即自然界最柔弱的东西，只不过人是

会思考的芦苇。根本不需要动用宇宙的力量来压垮他，一

股蒸汽、一滴水甚至都能置之于死地”。 [8]因而，过度的劳

动无益于呵护儿童的生命，无法调动儿童的热情、激发儿

童的想象，更不可能发掘儿童无限的创造力。过度的劳动

限制着儿童的自由， 挤压着儿童的成长空间以及钳制着

儿童的心灵。其无助于儿童认识世界，无助于儿童与他人

进行交往，更无助于儿童丰满自我的人性。 这说明，儿童

没有获得尊重，没有获得认可，更没有被看做真正的人。
所以，在过度的劳动中，没有将儿童看作具有自身特性的

存在者，而是用成人的劳动标准去要求儿童，这样的做法

无法合理地发挥劳动在促进儿童的精神有序成长中的价

值。 因而，过度的劳动必将损害儿童的心灵，戕害儿童的

生命，致使儿童的精神歪曲地成长。

我们反对过度的劳动，但是并不是否认劳动是需要

付出体力的活动。 劳动毕竟不是娱乐，所以，劳动不总是

那么轻松、愉快、自如。乌申斯基并不否认劳动的艰苦性，
他说：“劳动无疑是个重担，但如果没有这个重担，就不可

能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结合。 ”[9]因而，
劳动不是轻松的玩乐，劳动具有严肃性的一面，这是教育

者必须使儿童明确的一点。 但是，儿童毕竟是脆弱的、易

受伤害的，因此，不要使儿童从事过度的劳动。 过度的劳

动源于不知儿童的本性，将儿童视为成人，强加成人的标

准于儿童，这必将戕害儿童的生命，破坏儿童内在的成长

程序。 适度的劳动， 就是要帮助从事劳动的儿童创造幸

福。 这意味着，要帮助他在无数的生活道路中，找到那一

条最能发挥他个人的创造力和个性才能的生活道路。 只

有这样，儿童的内在素养才能够获得提升，合理的劳动教

育才会诞生。总之，劳动教育所期待的不是空漠的所谓一

般的陶冶， 而是要从手的训练之中， 养成有用的独立人

格。劳动教育致力于培育儿童良好的人格，致力于维护公

共善。 劳动教育不是为了造就英雄、豪杰，劳动教育的最

终归宿是凡人的教育。
注释

①本文的劳动教育是指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中的儿童（基础教

育阶段的非成人）劳动教育。

②此处的劳动强调的是：儿童与自然接触的体力活动，它具有

道德性、教育性、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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