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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价值·路径——对高校劳动教育的思考 

 

杨昕旖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0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将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劳动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突

出。无论是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还是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都对新时代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

劳动教育的深刻内涵提出了新的时代意蕴。高校立足“两个大局”，积极探索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劳动教育的过程之中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劳

动教育的社会氛围缺失，以及劳动教育的独立性地位等。坚持问题意识，高校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

出具有针对性的劳动教育的优化路径，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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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劳动教育，一向遵循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

针。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劳动教育摆在更加明确的

位置。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显现。现阶段，人们不再只是被迫寻求物质利益，而是有选择的为权利、生态、精

神等方面奋斗。因此，新时代对人才，特别是对高素质复合型青年人的需求愈来愈大。青年

大学生不仅需要掌握劳动知识和劳动实践技能，更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须摒弃不想劳

动的惰性思想和不会劳动的泰然心理。高校需要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和现状开展思想教育和劳

动教育，以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入新鲜力量。 

一、高校劳动教育的丰富内涵 

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尤其是劳动。基于劳动，人类能够创造宝贵的物质

和精神财富，并推动社会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自身

的活动来调整、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
[1]
立足于新时代的劳动教育，高校营

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宣传工匠精神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同时注意既要调动和保

护大学生的积极性，又要发挥高校及教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从新时代的角度出发认识劳

动教育。高校需认识到，劳动教育不只是简单的生产性劳动技能的传授，还应该包括劳动知

识教育、劳动精神教育和劳动能力教育。 

（一）劳动知识教育 

通过知识讲解，使大学生和教师都能全面掌握系统的知识，主要包括劳动的内涵、劳动

的内容、劳动的现实目标、劳动的时代背景、劳动的价值及劳动的本质等。劳动知识系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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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覆盖面极广，如：劳动与经济、劳动与教育、劳动与意识以及劳动与物质世界等。高校

劳动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只有在学生和教师都充分了解相关劳动知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拓

展，以达到知行合一。 

（二）劳动精神教育 

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不能仅仅采取理论灌输、分数评优等方式。经过劳动精神教育，高

校大学生能够培养起奉献意识，促使其自觉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奉献精神要求个人不以物

质利益为目的来付出，尽心做事、善待他人，把每一项事业都用热爱来完成。而社会责任感

就表明每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只为自己的欲望

而活。高校劳动教育要以新冠肺炎、北京冬奥会等事件为实例，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思想

意识，为祖国的发展增砖添瓦。 

（三）劳动能力教育 

劳动教育不仅在于，教师要教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还需在实践中提高大学生的劳动

能力。高校大学生只有拥有足够的劳动能力后，才能实现事先制定的劳动目标，才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纸上谈兵”、“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新时代对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大学

生提出了新要求，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也随之面临巨大的考验。因此，高校的劳动教育课程

设置不单单在课堂，还应该伸展到课外，利用好“社会大课堂”。一方面明确教学目标，另

一方面通过劳动教育使青年人具备必要的劳动能力，从而担负起时代使命。 

二、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不仅将劳动教育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并提出新挑

战，而且对新时代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理论与实践不能独

立存在，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高校劳动教育贯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

绕教学目标，经由潜移默化的教育教学过程对被教育者产生影响，使之形成正确的三观，继

而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一）加大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高

校就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青年人才展开了摸索和完善，旨在为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高校通过劳动教育，不仅能让大学生学习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成为高素质的新时代新青年，

还能够树立大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团结友善精神、敬业奋斗精神。除此之外，在“互联网

+”和大数据的时代浪潮下，催生出数字劳动、数字赋能等新的时代概念，更加需要青年人

拥有知识、技能、创新思维和劳动敬业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服务人民大众。 

（二）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一方面，高校开展劳动教育能够强化学生的劳动意识、发展学生的劳动技能，从而培育



                                     http://www.sinoss.net 

 - 3 - 

出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新生力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蕴含着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

神，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言行。另一方面，劳动教育由向学生灌输知识，到学生内化

正确劳动价值观，有助于从思想层面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并且在长期的社会劳动之中，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奉献精神、爱国主义、民族

使命感等传承发扬。 

（三）加快落实新时代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 

校劳动教育正处“热点”时期，而大学生作为教育的主要对象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因此

对课程思政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利于学校传授知识

的同时，帮助学生内在品质的升华；有利于学生道德认知的内化和道德行为的养成。“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发言中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和人才培养

体系相结合，强调了落实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就是实施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沉头到各

类课程当中，构建全课程育人体系。”
[2]
基于理论研究成果，协调教育资源、创新教育途径，

强化课程资源的育人功能，从而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高校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 

目前，高校劳动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应

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劳动教育的社会氛围缺失，以及劳动教育的独立性地位不高等。 

（一）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 

虽然应试教育提供了一种公正的选拔方式和公平的竞争方式，但“它片面强调分数，扭

曲了学生学习目的和学习动机。它大搞题海战术，过度强化训练，忽视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
[3]
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经过高考迈入高校的学生都会有“重分数”的心理，加之

学生家庭中原生的错误劳动观念和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安排的偏颇，都体现出“重分数”、

“唯分论”的倾向。应试教育间接传递分数至上的思想，导致学生、家长和教师都有意无意

地片面追逐分数，从而忽视了“全面发展”的新要求。在这种学习氛围的影响下，学生成了

只会做题刷分的“机器”，动手能力差、理想信念不坚定。除此之外，为了提高个人分数，

部分学生产生了恶意竞争的心理，甚至不惜走所谓的捷径取得高分。这既不利于学生锻炼团

结合作的能力，培养诚信友好的品质，更不利于团队活动的开展，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二）劳动教育的社会氛围缺失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教学目标，片面强调追求物质和功名，而忽

视了对内心的自我需求和高尚品质的培养。这般功名双收的成才观不仅体现在古诗词中，更

是对后来的学子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歧视劳动、追逐名利。不仅如此，我国的分配制度

虽然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却拉大了收入差距，进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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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成三六九等的劳动者中，脑力劳动者不仅收入大于体力劳动者，而且地位也远高于体力

劳动者。这就间接误导了青年大学生的就业倾向，即选择高报酬、高回报的脑力工作，促使

体力劳动“无人问津”，“拜金主义”盛行。因此，劳动教育事业的开展也是千难万险。因

为受教育者的劳动意识被弱化、行为被淡化，使本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劳动教育效果削减。 

（三）劳动教育的独立性地位不高 

“劳动”不等于“劳动教育”，仅是参与清洁打扫，却没有在精神上得到熏陶是不够的。

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劳动课更是名存实亡，“以说代劳”、“以考代劳”屡见不鲜。

尽管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小农经济占据有重要地位，因而从上至下对于劳动

的重要性也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但无论是从古代来说，还是观察现状而言，劳动几乎是被

视作“垫脚石”，皇帝号召劳动以征收税赋、行军打仗，高校开展劳动教育以满足学生的学

分需要。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劳动教育的地位一直被低估。比如：劳动教育不仅没有专门

场地，也没有专门课程，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被教师一笔带过，学生学不到知识，也掌握

不了劳动技能，更形成不了良好的劳动态度；劳动教育在表面上虽与德育并重，但在人们的

潜意识里仍被轻视。特别是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更是表现出敷衍了事、应付交差的态度。

因此，新时代的高校劳动教育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行动上，都处于边缘。“重塑劳动教育的

地位，加强劳动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关系到新时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

史重任。”
[4]

四、高校劳动教育的优化路径 

新征程上，高校要坚持问题意识，针对劳动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挑战，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探索出符合青年大学生认知能力和身心发展规律的策略方法，从而培养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高校教师在劳动教育开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方向指引

和价值导向的作用。因此，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推动高校劳动教育健康持久发展的

重要因素。首先，教师可以加强相关理论学习。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高校教师要及时了解党

和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文件，保证教育教育过程中的方向正确、目标明确。通过阅读劳动

教育相关书籍文献等，教师能够提高自身素养，从而向学生传递完整系统的劳动知识点，帮

助学生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自觉参与到劳动实践中。其次，教师要转变传统

的教学观念，将智育与劳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教师既要通过劳动教育扎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

又要通过真实的劳动故事和劳模代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勇于奉献的精神。最后，教

师要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高校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还是精三观的塑造者。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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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自觉地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实践活动，如义务支教、社区服务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的言行。在实际的动手操作中，促使学生实现从学习劳动知识到内化劳动精神的转变，做到

知信行统一。 

（二）善用社会大课堂的育人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5]
高校劳

动教育不仅要在课堂内讲解相关知识内容，还需要引领学生走向校外，在社会实践中领悟劳

动创造幸福的真谛。一方面，高校可以与众多教育主体协作，形成教育合力。首先，打造劳

动实践基地。由教育部牵头，高校积极动员学生组队在劳动实践基地进行专业化的操作，在

这一过程中检验是否掌握到正确完整的劳动理论和专业知识，并且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和实际

劳动的能力。其次，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高校提供给大学生的实践机会较为单一，主要通过

“互联网+”、“助农”、“社区服务”等给予学生劳动实践的平台。但是高校专业学科多样，

单调的实践活动并不能满足全体学生的需求。因此，这就需要高校与当地的企业工厂、街道

社区、场馆机构等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实践机会，提高学生的劳动积极

性，进而激发学生劳动的自觉，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学生能够具有应有的劳动技能和实践

经验。另一方面，高校可以组织学生自主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劳动教育中，教师处于主

导地位，给予学生一定的引导。与此同时，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教

师通过改革开放中无私奉献典型事迹、勇于创新的辉煌成果等教学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能

动性，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进而将自己所学用于

解决社会问题，担当起时代重任。 

（三）完善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高校劳动教育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学过程，需要不断创新的理论作支撑，也需要时代发

展所需的能力为基石。因此，高校首先应该开设劳动教育相关的必修课与选修课。一方面，

劳动教育必修课保证大学生拥有系统性的劳动理论知识，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把握劳

动，进而正确认识劳动。一旦青年大学生有了对劳动及劳动教育的正确认识，就能转化为参

与劳动实践的重要力量，促使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来。另一方面，

劳动教育必修课能够满足大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高校开设多元化的劳动教育选修课，

促使学生能够根据所学专业和兴趣爱好选择课程，提高课堂积极性。比如，开设“劳动法”

相关的选修课，能够为法律专业的学生了解相关法律提供更加便利的平台；开设“劳动智能

技术”相关的选修课，能够为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打造更加专业的创新平台。其次，高校

可以充实劳动教育的知识内容。一方面，教师要以专门的劳动教育教材为基础，丰富劳动教

育的教学案例，以真实感人的鲜活事迹引发学生共鸣。另一方面，教师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到

劳动教育的相关政策，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帮助学生了解政策背后的重要意义，即掌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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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劳动教育的发展脉络、重要会议、时代价值、未来展望等。 

四、结语 

劳动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活动，离开劳动，人类社会将难以为继。“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

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6]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论，为高校劳动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青年大学生要成为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需要学习劳动理论和技能，培养不畏困苦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实现由

被动劳动向自觉劳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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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value·method—— 

Reflections on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ang xinyi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Marxism Institute,Beijing, 100101) 

 

Abstract：Since the new er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have been placed in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us of labor 

education is higher and higher, the role i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o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found adjustment of social structur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era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the“Two overall situ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tively explore how 

to carry out lab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educ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the lack of social atmosphere of labor educatio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bor education. To insist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analyze the concrete problems and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argeted labor education,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039; correct labor values and labor skills. 

 

Keywords: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students; connotation; value; 

difficultie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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