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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国国的的家家政政教教育育
如如何何让让孩孩子子享享受受其其中中

刚刚过去的5月，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其中根据不
同学段制定了“整理与收纳”“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等日常生活劳动”等学段目标，
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这条新闻在教育圈和家长群体里掀起了不少的讨论，这
不仅意味着家政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地位的明显提高，也能体现出教育理念的明确
转变。总体而言，大部分家长的态度是积极大过消极、期待大过疑虑，毕竟让孩子从小
掌握各种生活技能，也不失为一件幸事。在青少年和儿童的家政教育方面，其他国家
是怎样将这些内容融入教学体系中的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动手能力和家务意识对
孩子一生的影响的呢？

星期五中午我家的14岁
八年级初中生没有回家吃午
餐，我就知道又是每两周一次
的家政课时间了。我家的孩子
会把家政课戏称为做饭课。上
课的时间是总共四节课，包含
了购买、烹饪、吃，最后还要收
拾厨房，洗干净碗盘，总共三个
小时。一般是一道前菜、一道
主菜和一道甜点。菜单主要是
由上课的老师自己来规定，烹
饪的方法和程序会使用瑞士传
统的学校烹饪教材。

家政课还教
如何理解金钱、计划消费

瑞 士 的 家 政 课 又 叫
WAH，是德语词汇经济、劳动
和家庭的简称。课程的内容和
教学目标就和这个课程的名称
一样。虽然课程的实操主要是
做饭，但是老师在传授厨艺同
时会把WAH的教学大纲穿插
其中。教学有五个大主题：1.
探索和熟悉生产和劳动的过
程。2.熟悉市场和购买过程，
理解金钱。3.设计购物清单。
4.计划饮食和家庭生活消费。
5.普及健康营养学知识，探索
新的饮食文化。具体的操作
有：如何在购买时阅读食品的
营养成分？基本的几大营养要
素是什么？怎么在有限的预算
内合理搭配所有关键营养要
素？有时候还会有比较时尚的
主题，比如怎么减少食品浪费，
一起到瑞士一家卖“剩饭（临期
食品）”的店家去选购食材，带
着孩子们去参观瑞士农交会，
看看瑞士农产品是如何生产和
进入售卖渠道的。老师们还会
试着做一些更有异国情调的食
谱，比如日式卷寿司和中式的

炒面之类。
其实瑞士十几岁青春期的

孩子并不是自觉就热爱劳动
的。我家的初中生上完家政课
回家后就有她的抱怨：老师不
让她们使用洗碗机，要求大家
都手洗餐具。孩子们还会抱怨
老师的食谱不符合现代最新的
营养学知识，比如蛋白质不够，
糖分太高。比如一道水果沙拉
老师却要刻板地按照传统食谱
书上的步骤再加几勺糖。孩子
们跟老师辩论这个食谱太过
时、不合理。不过这个过程也
让孩子们知道了家政是既要动
手也要动脑的。

除了做饭之外，瑞士的孩
子们在学校一直都有手工类课
程，这个课程在当地的教育理
念中非常重要，它们是必修课
而不是兴趣班。瑞士重视职业
教育，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在学
校打下动手能力的基础。幼儿
园和初小教得比较简单，到了
高小和初中，手工课便被分成
技工型和纺织类两个分支，孩
子们都需要学习基本的木工技
术、简单的金属电焊、缝纫和
针织。

动手能力越强
越能为自己省钱

瑞士的人工费高昂，一般
人的家务劳动都是自己动手，
全家参与。瑞士人一般都会在
家里要求孩子参与家庭劳动，
但是在瑞士家庭中也存在着两
种差异性的观点。一是孩子参
与劳动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劳动和零用钱不挂钩。另一些
人会支付给孩子们工资，主张
零用钱是劳动所得。我家采取
的方式介于这两种之间，孩子

有一部分固定的义务家务劳
动，额外的劳动会有一些“工
资”。孩子们从小就应该知道
劳动力是有交换价值的。为人
提供劳务和请专业工人工作的
时候都需要支付合理的工资。
在瑞士请电工师傅修个插座、
换个灯泡都有可能花一大笔人
工费，所以瑞士的孩子都知道
日常生活中动手能力越强，也
就越能为自己省钱。

男孩女孩都学一样的
纺织课和技工课

瑞士一直是一个性别角色
比较保守的国家，六十几岁的
瑞士人都记得自己以前在上学
的时候只有女孩子才会上家政
课。那时候在学校手工课程
中，规定了男孩子做木工、金属
焊接等技工，而女孩子做缝纫
针织类，后来慢慢改为孩子们
可以自己选择。而在自我选择
的时候还是和以前一样展示出
性别的选择倾向。根据最近的
瑞士统一教育改革的规定，不
论性别，所有的小学生都要求
参与技工型技术课和纺织类技
术课。不管你是男孩女孩都得
会做简单家具，会做简单的缝
纫，修个小东西，织个围巾帽
子。我家女儿六年级给家里带
回来一个可以翻盖的咖啡桌，
平时背着自己做的运动包，冬
天头戴自己织的毛线帽。八年
级时穿着自己做的卫衣，吃着
自己卷的寿司。家里的沙发靠
垫上也套着孩子们自己设计印
染和绣花的套子，爷爷奶奶在
圣诞节收到的是孩子们自己制
作的切菜板和茶杯。

贾淑芬（现居瑞士）

家政教育的性别区分逐渐淡化瑞
士

我住在新墨西哥的时候，经
常去好朋友凯西和约瑟家，给他
们做中餐。我做的中餐很简单，
从来没做过包饺子、蒸包子、烙
馅饼这种复杂的吃食，只是炒菜
配米饭，他们就赞不绝口。每次
做完饭，我要帮忙收拾的时候，
他们都阻止我，说：“我们家的规
矩，做饭的不用洗碗。”每顿饭端
上桌，首先要对做饭的人说谢
谢；尝了第一口，必须说：“太好
吃了。”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要
不止一次赞美食物的味道和下
厨者的手艺。

后来，我跟凯西的哥哥托尼
结了婚，越发体会到了这种家庭
教育的好处。我们家平时大都
是一日两餐，托尼几乎承担了所
有的早餐。他说：“因为你做午
餐和晚餐比我多，所以我自愿负
责所有的早餐。”这个逻辑，跟他
妹妹凯西是一样的。那就是：不
能因为你乐意干，我就视为理所
当然，事事捡现成的。每一次吃
我做的饭，托尼总是不吝赞美之
词。有时候我想想我的妈妈，我
的奶奶、姥姥、姑妈、姨妈和舅妈
们，她们为家人做了一辈子的
饭，听到过几句感谢和赞美呢？

托尼和凯西告诉我，他们从
小生长在热爱劳动的家庭，所以
格外尊重劳动者。他们的家族，
在美国大萧条的时候经历过贫
困，为了生计搬到人烟稀少的缅
因州，以修路、修桥为生。在他
们小时候，每个孩子从三岁起就
要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家中
三男三女，从小被训练使用各种
工具，修理各种器械，从事各种
劳动。我在凯西家的时候，常常
看见她自己动手刷墙；她知道去
超市买什么漆，用什么样的滚
刷，刷几遍才行；她自己修汽车，

自己用电锯砍树，自己用电钻给
钢板钻孔，自己用砂轮制作艺术
品。她说：“这都是我从小在家
练出来的。在我们家，女孩子和
男孩子都要学习使用工具。需
要什么东西，第一个考虑是能不
能自己做一个；实在做不了，才
会考虑买。”在这个家庭里，女孩
子唯一的优待，是不用去工地上
劳动，而男孩子从15岁起，一到
暑假就要去工地上干活。

到托尼做了父亲的时候，这
种教育仍在延续。他的五个孩
子，三男两女，每个孩子学开车，
都是他手把手教的；他要求他们
不但要会开车，还要会修车。五
个孩子的第一辆车，都是二手车，
是他带孩子去二手车行挑选的。
五个孩子的第一台电脑，都是他
带孩子去买来各种零部件，教他
们自己组装的。至于日常的家务
事，从做饭到洗碗到吸尘，每个孩
子都要做个遍。托尼说，每个孩
子都曾抱怨过：“为什么啥都要我
干？！”当然，后来孩子们大了，他
们就明白了劳动的好处，他们也
这样教他们的孩子。

在孩子16岁以后，也要自己
去打零工。几乎每个孩子都在
餐馆里打过工，或长或短。小女
儿曾在冰淇淋店打工。有一次，
我们去她店里吃冰淇淋，她非常
得意地给我们演示如何用液态
氮来制作冰淇淋，那情形就像在
给我们上一堂化学实验课。

劳动，是提升能力和自信的
最佳途径，所以让他们多多尝
试，才有利于他们发现自身的潜
能和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能
够因此更加敏锐地认识到社会
的需要和未来的趋势，从而为自
己的人生做出更智慧的选择。

一叶闻（现居美国）

美
国 孩子16岁以后也要自己去打零工

手工课和家政课能“解家长之忧”瑞
典
我偶然看到瑞典一个青少

年节目，里面两个初中女孩为排
练买了衣服，讨论着打了折的衣
服怎样改一下更加合适。回家
后两个人开动缝纫机很快就改
好了衣服。看着这两个小姑娘，
想着我柜子里那台妈妈走了以
后就没有再拿出来的缝纫机，一
边后悔当初没有把妈妈的手艺
学过来，一边琢磨着我这个线都
缝得歪歪扭扭的妈妈以后怎么
教会孩子这些东西……我期待
我的孩子能够长成一个独立自
主的人，不需要依赖他人；期待
她能文能武，有动手的能力。

这个难题，没有想到学校给
我解决了：小学三年级她就有系
统的手工课，一个班分成两半，
缝纫手工和木工轮流上，男孩女
孩同等待遇。我这个做妈妈的
开始断断续续地收礼物，从缝得
整整齐齐的小包、钥匙链、娃娃
到缝纫机车出来的有模有样的
运动短裤。木工课她也格外感
兴趣，家里开始断断续续地添置
她做的黄油刀、厨房用纸轴架、
烛台、痒痒挠，甚至一把折叠躺
椅——— 有模有样，成为我最喜欢
的礼物之一。初中的最后一年，
手工课上开始设计和制造首饰，
小姑娘挑选设计了许久，打了一

对美丽的金属戒指，让我羡慕不
已，以至于去查看夜校打造首饰
的课程收费……

六年级开始的家政课更是
让我大开眼界。老师开始带着
学生在厨房里系统教厨房知识，
教各种基础的消费理财常识等
等。不仅学会烘焙烹饪，还要定
期销售自己做出来的食品，筹集
的款项用于班级活动。让我开
心的是女儿的厨艺大涨，经常有
美味分享；但尴尬头痛的是小姑
娘开始严格按照菜谱和流程做
菜，对我水平不稳定且随心所欲
的做菜风格颇有微词，还时常追
问我用了多少克、多少毫升……

因为有着同龄人的陪伴和
共同学习，这种生活技能的习
得，不再像我的成长过程中的父
母的传授，而是与同学一起的回
忆，真是幸福。在这个陪她成长
的过程中，我也被熏陶和影响
到，最辉煌的成果是和女儿、我
朋友Barbro一起，从画图计算到
采购、锯木头、打地桩、油漆，建
起了一个居民区里人人称羡、经
得起狂风暴雨考验的格子窗花
架。这些都会成为女儿成长过
程中的美好回忆，希望她一生都
能享受动手的乐趣。

阿卡（现居瑞典）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