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务劳动心感悟(优质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小编
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
学习有所帮助。

家务劳动心感悟篇一

充实的快乐，是本人五一在家做家务劳动的感受。本以为会
让自己累得不行，后来做完了家务劳动才发现，原来在家多
做做家务劳动，反而会因为活动了筋骨而更加舒服，而且时
间用来做家务劳动之后，整个人也更加充实的快乐了。

这一次五一在家做家务劳动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家做过家务
劳动。家里所有的家务活都由我的爸爸妈妈做完了，每次我
想要抢着做家务活时，他们总是以“你好好学习就行，其他
的都别管”为由，拒绝我的请求。这一次我申请在家做家务
劳动，还是因为我说老师让我们五一做家务劳动再写做家务
劳动的感受，他们才同意的。

当我在家做那些家务劳动时，我的爸爸妈妈还总是跟在我的
身后盯着，生怕我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闪失。后来还是
我赶走他们，才落得一个清净做家务劳动的过程。我在家先
是学着扫了扫地，本以为扫地应该是非常简单，我一拿起扫
把就会的，之后真正扫起地来了才明白，那些卷在掉在地上
的头发里的灰尘就好像是专门跟我作对似的，我往这边扫，
它们就飘去了那边，怎么都不让我扫进簸箕里似的。最后我
只好非常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灰尘和头发，扫一下就撮一下到
簸箕里面，以防扫的过程中，那些灰尘又飞得到处都是。

这次在家里除了扫地，我还进行了好几项家务劳动。比如说



洗碗，比如说擦灰，比如套被子。这些家务劳动中，我最不
怎么喜欢的是洗碗，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套被子，而最让人喷
嚏不止的是擦灰。本来我洗碗也还是遭到了我的爸爸妈妈反
对的，他们怕我把碗都给摔碎了，我坚持保证我不会给摔碎，
他们才半信半疑的让我洗了碗。不过我洗完碗后最大的感受
就是洗碗真是太油腻了，洗完之后整个手都像是浮了猪肉似
的难受。

在给家里的桌子柜子椅子擦灰时，哪怕是我戴上了口罩才去
擦灰的，也没什么用，我在擦灰过程中一直打喷嚏，让爸爸
妈妈赶紧让我洗洗手去套被子。套被子可以说是我家的家务
劳动中最有趣的家务劳动了。以前我总是笑话我的爸爸套被
子的时候把自己给套进去了，这一次我套被子不仅套了一个
小时，还也把自己套了进去，最后还是爸爸妈妈大笑着把
我“救”出来的。

这一次的家务劳动，让我感到了一种充实的快乐，是我平日
里只知道的玩，所没有的体验。

家务劳动心感悟篇二

暑假里，我在家里自己闲着没有事情干，就想帮妈妈做一点
家务，可是干什么呢？扫地？地上连一颗灰尘也没有；拖地？
地板干净的发光；洗碗？没有碗要来清洗。那我来干什么呢，
对了！就帮妈妈熬一次饭吧！

昨天做的是一次大米饭，今天做什么饭呢？那就来熬一次小
米饭吧！先往里面倒入多少的水呢，想不到还没有熬上
饭，“拦路虎”就出来了。如果就这样随便倒水，水少了就
稠了，水多了就稀了。怎么办？哦！我知道了，就倒入少量
的水吧，如果不成功，下一次就吸取教训了。水开了，把事
先准备好的一勺小米倒进去。

可是这时候，又有一个“拦路虎”跳了出来，需要开多大的



火候呢？开大了不行，开小了就太慢了。这个问题急得我团
团转，不如先开大火，等快熟了的时候，开小火候着。哈哈！
终于解决了！

经过漫长的熬制，终于，喷香的小米饭出锅了。哈哈！不稠
不稀，不多不少正正好。啊！闻起来就很香，我自己恨不得
一口气把它喝完，全家人都说好喝，我觉得这是我喝过最好
的饭。

这次做家务，我体会到了家长们的艰辛，我以后会多帮家长
做家务的。

家务劳动心感悟篇三

据教育研究部门的一份统计：城市中小学生中完全不做家务
的占85%以上!笔者认为其中原因有三：其一，课业负担重;其
二，家长不重视这方面的教育，或不想让孩子做;其三，学校
放弃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教育的责任。三者之中，前两者已有
不少分析文章，因此这里只分析第三者。

不少老师认为：教育孩子在家适当从事家务劳动，是家长的
责任，这话有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儿童的向师性、学校
教育在儿童心中的权威性，往往是家庭教育代替不了的。依
笔者意见儿童的家务劳动，学校应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家长
应主要负责提供机会、指导操作，当然也要寓教于做。教育
家 叶圣陶先生说：“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
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今日中国的小学教
育》)而家务劳动对于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的意识及能力，以
及关爱他人、孝敬父母等观念，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1)劳动，有利于学生开发思维、启迪智慧，体现在技巧的形
成上，能使小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

(2)小学生只有在直接参加劳动时，才能学会劳动。小学生参



加劳动愈早，对他进行劳动教育愈有成效。

(3)儿童生来就有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如果不从幼年起
就开始习惯于从事必要和有益的家务劳动，那么这种心理倾
向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小学阶段不让学生参与家务劳动，
就会错失良机。增加了成年后成为一个熟练而勤勉的富有创
新能力劳动者的难度。

(4)家务劳动，可以让孩子凭着责任感，付出气力，克服困难，
取得成功，受到赞扬，引起快感，劳动后的快感又促使儿童
更加热爱劳动。

(5)小学生参与必要的家务劳动，能切身体会到劳动是生活的
必需，是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家长委托孩子浇浇花，洗洗手
帕、鞋袜及衣物，收拾玩具，抹抹桌椅等，有利于培养小学
生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义务感等高尚的道德情感，养成
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

(6)小学生与父母共同劳动，分工合作，各自完成指定任务，
有利于培养小学生与人协同工作的合作精神，培养参加集体
劳动的心理素质。

总之，家务劳动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多功能手段。劳动创造
美好未来。

家务劳动一般是指家庭日常生活中带有事务性的劳动，是家
庭每个成员都应尽力分担的义务，对学生来说，分担自己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也属自我服务劳动，我们要求低年级学
生“学会铺床、叠被、刷洗碗筷、茶杯等，能帮助家长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中年级学生要“了解厨房的卫生常识，
学会洗刷餐具、茶具，会择菜、洗菜、淘米等。在家长指导
下，学会安全使用炉具，能烧开水和给饭菜加热”。对高年
级的学生的要求是“能有条理地放置、摆设室内小件物品，
会晒被褥和叠放衣服，能冼外衣、毛衣等衣物”。通过以上



这些自我服务劳动和家务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独立
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认真负责、勤于自理、乐于奉献、尊重
人、体贴人等优良品质。

要培养小学生良好劳动习惯，首先要结合教学开展生动活泼
的课外活动或主题班会，提高学生从事自我服务劳动和家务
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如开展“谁有一双巧手”、“劳动
光荣的小红花”、“爱劳动的好孩子”等主题活动;举行叠衣
服、钉纽扣等比赛，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其次要建立合理
的考核制度，并争取家长的配合。为家长专门召开“让孩子
学会自己照料自己”、“学做家务”等专题讲座，提高家长
的认识，并同家长一道提出培养计划及步骤;设立“家务劳动
记录卡”，由家长记录学生的劳动表现，定期交班主任或学
习小组;学期末进行考核和评定。

当然，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并不只是教师一个人的事，社会、
学校、家庭也是儿童生存、学习、成长的环境。他们都对学
生行为习惯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者之间如果有不
同的价值取向，行为标准，教育目的都会影响学生的思想，
从而影响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
行为习惯，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共同努力、紧密配
合。要注意教育思想、教育目的的一致性。只有这样，才可
能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进而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
合能力，增加学识，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素
质全面发展的人。

当然，让孩子学干家务首先要注意方法：

1、分配给孩子(尤其是年龄尚幼的儿童)的家务活不要太难做，
因为太难了孩子往往做不好，这又会反过来挫伤他们的积极
性，减弱他们做家务的兴趣。

2、孩子干家务一般不会像大人那么有耐心。为避免枯燥乏味，
分配给他们的家务活最好经常有所变化(如昨天买酱油，今天



扫地，明天整理旧报纸等)，也不要让他们一连数小时“连续
作战”。此外，边做家务边给孩子讲解有关知识也是增强孩
子求知欲、减少乏味感的好办法，如剥豆时可讲讲大豆的营
养，洗手帕时可谈谈肥皂的种类。

3、有的孩子喜欢单独干家务，更多的则喜欢与父母一起
干――这是性格所致，家长要尊重孩子们的选择。对喜
欢“单干”的孩子，家长必须事先做好指导和示范。同时，
应让孩子有选择做哪种家务活和何时做的权利――这种对孩
子的尊重可有效减少他们把干家务当做负担的感觉。

4、如果孩子对做家务有反感，家长千万不要强迫命令。最好
的办法是对孩子晓之以理，让他们明白自己也是家庭的一员，
因而也有义务分担家务。当这些“懒孩子”在干家务的态度
或质量上有所进步时，家长应及时表扬。

5、孩子干完家务后不要赏以金钱――这只能使孩子失去“主
人翁”态度;也不要拿干家务作为惩罚手段――因为这易导致
孩子们对家务劳动的消极情绪;更不要故意把种种家务活分成
贵贱两种，专门要孩子去干那些所谓“贱活”(如倒垃圾，洗
厕所等)。

6、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分配的家务活也应“循序渐进”。
如果孩子没干好，家长不要自己重新替他做一遍――这
种“包办代替”虽然省事，却容易滋长孩子的依赖心。

作为家长，当孩子做好一件事后，要给予他一个微笑、一个
拥抱，或者说一声“谢谢”。家长要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产
生劳动以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总之，让孩子劳动是必要的，但过多的劳动、家务也会影响
孩子的学习。所以爸爸妈妈在培养孩子劳动观念的时候也要
把握“度”的问题，只要养成了良好的劳动观念，并不是说
非要做到什么样的“量”才算成功。



在培养孩子劳动技能方面，家长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帮助孩子确立明确的劳动目标。劳动不单纯是为减少
父母负担和学会干活，而是通过劳动，使得孩子参与家庭建
设的机会，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自信心和动手能力。
在劳动中孩子还可以学会与人交往。

其次，激发孩子劳动的欲望。设法使孩子从劳动中得到成功
的喜悦，得到肯定。不要让孩子做力不从心的事，不好做的
事，家长可以示范，不要对孩子劳动中的事物责备过多，同
时克服物质刺激的负面影响。

再次，要指导孩子的劳动技能。由于孩子在体力和技巧方面
和成人有差距，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劳动，家长应进行具体
指导，传授一些“诀窍”，帮助孩子改进劳动技能。

从孩子的成长需要讲，孩子其实是喜欢参加一点劳动的，更
喜欢负一些责任，以确立他们在家庭中的位置，并增长自己
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需求，我们应
该满足他们。否则，他们长大之后会发觉，这一生有无法弥
补的缺憾。

第一，独生子女劳动时间越长，其独立性越强;

第二，独生子女从事劳动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形成勤劳节俭
的品德。

因此，父母们应当从小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并以
此作为培养优良人格的一个切入点。譬如，在家务劳动中，
为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的劳动岗位，郑重其事地交给他，使
他具有光荣感和责任感。父母应当经常鼓励孩子，并给其具
体帮助，使他感受到劳动的高尚与劳动内容的丰富多彩。



家务劳动心感悟篇四

今天，妈妈不在家，我见地板上东一块，西一块，只好自己
打扫打扫，体会一下妈妈做家务的辛苦。

我先拿了一把扫把，认真地扫起来，我弓着背，低着头，仔
细地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的干干净净，一点灰尘都不放过。
我扫呀扫，汗水滴答滴答地从我额头上留下来，过了半小时，
地板表面的灰尘已经被我打扫干净了，“哎，累死我了，继
续干吧。”我一边打扫，一边鼓励自己，我可不能半途而废。

我仔仔细细的又检查了一遍，发现地板上有许多污垢，我放
下扫把，飞快地跑到卫生间，拿了一块毛巾，把桶灌上水后，
走到客厅，蹲下身子像先前一样，擦起来，刚擦完我的客厅，
发现雪白的毛巾已经变成“大花猫”了，我赶紧把毛巾洗了
洗，怕干净的毛巾哭，水也开始变脏，我刚要继续擦，心里
打起了小算盘，“要不，剩下的等妈妈回来，叫妈妈擦。”
顿时，这个办法被我打消了，“帮忙帮到底，做事做到
底。”我东擦擦，西擦擦，擦过的地板都可以当镜子照了。

我累得直喘气，我的脸红红的，像苹果似的。咔嚓一声，门
锁开了，妈妈见地板焕然一新，一个劲的夸奖我，我心里乐
滋滋的，笑开了花，因为我做对了事情！

今天中午吃完饭，我的大脑中猛然想起了一个主意：今天中
午反正闲着也是压着，为何今天不让我来洗碗呢！就这样，
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心中徘徊着。

我在电脑桌前焦急的等待着。直到我看见了爸爸和妹妹从餐
厅里走出来时，我马上冲进厨房，看见妈妈正在收拾垃圾，
于是，我上前去对我妈妈说：“妈妈，今天中午就让我来洗
碗吧！这也好让我来尝一尝你们洗碗的滋味吧！”妈妈
说：“好吧，但是，你会洗碗吗？”我马上点了点头，
说：“放心吧，妈妈，我平时看你洗碗，当然自己也会洗了。



”妈妈听了我的话，才放心下来，让我去洗碗。耶！我心想，
太好了，我可以洗碗了！

我搂起了袖子，左手拿起了碗，右手拿起了筷子，将围在碗
旁边的剩菜和垃圾用筷子推入了盆子中，倒在了垃圾桶里。
真正的任务现在才刚要开始。我来到了水槽边，打开水龙头，
将水倒入了锅中，放在煤气灶上烧起来。等水烫了起来，我
就将碗放入了水中，在放了一点洗洁精，拿上一块抹布，在
碗上擦了起来。我越擦越起劲。等洗了一遍以后，我将碗拿
了出来，放在水槽里用水冲了一遍，用干抹布将碗擦干，放
入了消毒柜里。最后，再将锅擦干净，这样一来，就大功告
成了。

通过了这次的洗碗，我可以体会到妈妈是多么的辛苦啊！在
这么热的天气下还要干活。

家务劳动心感悟篇五

上学的时候每天享受着爸爸妈妈的照顾，饭来张口，衣来身
手，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十天家务活，减轻妈妈的负担。

首先，我用水把布子摆湿，我看见茶机上有很多的灰，就一
点一点的擦干净，再把布子摆一次，就开始了擦桌子，桌子
擦完了，我累的满头大汗，气喘嘘嘘，一不作，二不休，我
又开始了擦窗台，这窗台的灰可真多呀！我又把学习桌上的
书本整理得整整齐齐。最后，我又开始了扫地，地下的灰更
多，我差未几扫地用了二十分钟，扫不了的地方就用拖布拖，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拖，拖了好一阵子，终究拖得干干净净
了。看着这亮堂堂的地板，我心里乐开了花。想到妈妈都要
做这些家务，今天我终究体验到了妈妈的辛劳。

妈妈看到这亮堂堂的地板，心情一下子开心起来，妈妈对我
说：儿子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务活了，真棒。我
听了更开心了。



我以后一定要多干些家务活，固然自己满头大汗，但能帮妈
妈分担家务劳动，换来了妈妈的夸奖，我非常开心。

现在，我们应当孝敬父母，报答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可
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这做儿子的心里乐开了一朵争奇斗艳的花。

家务劳动心感悟篇六

元旦长假本该是快乐的吧，但对我来说，不仅是煎熬，还是
乐趣。

放假了，坐着悠闲的我硬是被妈妈叫去做饭，说是要锻炼我
的自理能力，饿了自己可以做饭。其实做饭对我来说确实是
个不小的挑战啊，又好在妈妈的强势下我投降了。

第一天，我首先掏米煮饭，来以为很简单的事，却被我洗得
到处都是，米洒了一大半，水加少了，或加太多了都影响了
饭煮出来的效果。接着是切菜，右手握着刀，左手按着菜，
就霹叭啦地切，洒也洒了，不小心手指就破切了小块皮，流
血了，使得我对饭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就失去了继续下去的
精力，之后也就马马虎虎的了，开火，倒油，油不未热就将
残损不堪的菜倒入锅中，油点四处浅起，吓得我惊慌失措了。
就伸长一只手去搅伴，连眼睛都不敢睁开，全不知菜被我搅
掉了一大半，而过了会闻到一股焦味，睁开才发现锅中正冒
着烟，都烧干了，我慌忙地关了火，看着那乌黑的菜，我再
次被击败了，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可看到大家在为这一片
狼藉的惨象摇头时，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火苗被点燃了，这是
最后的信心了。

为了能够真正做上一餐饭，我是真正的将做为一件要认真去
做的事，当作一个目标了，不再认为无足轻重。

经过几天的不断摸萦，做饭对我来说已经很轻松了。煮饭时，
可以用手来测测火量的多少，炒菜时在油熟了之后倒入，盐



依菜量放等。都成了我做饭的经验，我也不再厌恶做饭了，
因为我发现做饭是种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