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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精神”视阈下当代青年劳动观教育的路径探析
齐　航

（黑龙江工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当代青年的劳动观既影响其自身的职业选择，又影响社会的劳动进程。只有把当代青年的劳动观建设好，将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融入学校教育当中，形成人人热爱劳动、行行出状元的社会环境，才能够给社会建设提供有力劳动保障，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稳步前行。“三个精神”背景下的青年劳动观教育能够通过教育，培养出爱岗敬业的新青年。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觉悟，更好发挥

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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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

动群众一直处于中坚力量，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科技进步、产

业变革，劳动群体也逐渐由“劳动人口”向“劳动人才”转变，

以适应发展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因此，将“三个精神”更

好的应用于青年学生教育，有利于在新时代建设中展现出时代青

年的智慧与风采。

“三个精神”具有重大的号召力。首先能够坚定劳动者的理

想信念，形成“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生活”“做新时代奋进者”

等的理想；树立“劳动最光荣”“奋斗是幸福的”“劳动报国”

等正确的信念，使广大劳动者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其次，能够

充分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其产生主人翁精神，在“三个精

神”的指引下，投身劳动、争做劳模、醉心钻研做大国工匠。最后，

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加强舆论引导功能，使“三个精神”

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社会动员能力持续增强，凝聚好各方面

劳动者的力量，创造性的全方位、多角度提升“三个精神”的号

召力，使其成为新时代引领劳动风尚的动力保障。

“三个精神”具有强大指引力，社会需要榜样的力量，劳动

者也需要被社会所认可。在实践中形成的“三个精神”，是劳动

社会经过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而产生的能够激发起全社会人民积

极投身到劳动建设中的伟大指引力量。劳动者们用满是老茧的双

手、渗透衣衫的汗水以及不断更新的劳动技能，书写了一个又一

个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都将会指引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沿着

先辈的足迹、榜样的力量接续前行。因此，将“三个精神”作为

新时代劳动者的指引力，必须要总体把握“三个精神”的科学内涵，

将其作为有机整体，齐头并进、共同推进。

“三个精神”具有优秀实践力，在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具有重

要的驱动价值，能够为接下来的实践活动提供精神保障、行动支

持。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是由劳动所创造的。在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征程中，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人民在劳动实践中，也为自身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保障，使个

人价值得到更好的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

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

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把“三个精神”融入

劳动者，使其能够更好的爱岗敬业，将对祖国、人民深切热爱转

化为具体劳动，在各自岗位有所建树。

一、“三个精神”融入青年劳动观的基本要求

将“三个精神”教育与日常劳动进行衔接，劳动精神中“崇

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与每一名劳动者息息

相关的，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劳模精神中的“爱岗敬业、争

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是每一名

劳动者应该坚持的理想信念；工匠精神中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应当成为每一名劳动者工作中将追求的工

作理念。在传播“三个精神”过程中，运用好各角度、多方面中

所包含的优秀故事，用丰富的事实和生动的细节，使劳动者能够

被优秀的事迹深深感染、形成共鸣，进而将“三个精神”更好的

发扬光大。

同时，“三个精神”教育的有效开展，也要加强各个劳动行

业多样化的开发，将“三个精神”的传承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

新性的发展，组织多样化的文体劳动实践活动，通过多种多样的

教育方式，真正使劳动者被“三个精神”所打动，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中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三个精神”融入劳动者的实施路径

（一）将优秀案例与理论实践相结合

将“三个精神”融入劳动者就是要在讲好优秀案例的同时，

将“三个精神”的内涵更好的上升到理论高度，运用于实践生活中。

就需要每位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认真劳动，不断探索，形成对本

职工作的真正热爱，并且能够进行钻研、创新创造。只有热爱工

作的劳动者越来越多，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展现

劳动者的风采。这就需要把握好优秀案例与“三个精神”的关系，

在传播事实的同时，既要用具体的故事、生动的人物感染劳动者，

又要启发广大劳动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总结经验、教训，对

日后的工作有所启迪，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加以运用。

（二）将“三个精神”与实现价值相结合

将“三个精神”融入高劳动者，就是要在传播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的过程中，启发劳动者能够树立理想信念、坚

定努力工作以爱国报国之志，进而实现人生价值。“三个精神”

在实现发展更好的劳动者群体、工作环境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通过传播好“三个精神”，塑造劳动者正确的价值观和劳

动观，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

播洒汗水的奋斗者和接班人。在“三个精神”传播过程中，要注

重向劳动者传授其历史意义与理论内涵，并且与现实社会相衔接，

引导劳动者在本职工作中刻苦钻研、辛勤劳动。在“三个精神”

中着重优秀劳动者的爱岗敬业以及所承担起的劳动使命。争取更

好的引发劳动者的共鸣，帮助劳动者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劳动懈怠、偷奸耍滑等不良的劳动心态。

培育出具有良好的劳动技能、创新的劳动精神以及不断追求工作

进步的高尚情操的劳动者，强化使命担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劳动保障。

（三）将社会主导与劳动者主体相结合。

将“三个精神”融入劳动者，社会起着主导性作用，人是社

会中的人，受到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因此，整个社会对“三个

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传播“三个精神”起着重要的影响。

全社会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劳动观，在传播过程中，使“三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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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加生动的呈现，使劳动者能够更好的将理论转化为实践。

对此，要充分调动劳动者参与到多种多样的劳动实践中来，

成为“三个精神”的主体。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他们对本职工

作的态度、熟练程度、钻研深度等都决定着劳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因此，要到通过多种手段、多样方法帮助劳动者将自身实际与优

秀案例相融合，真正的将“三个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

要将“三个精神”真正运用于实践。一些优秀案例能够使劳动者

产生共鸣，这就避免流于形式，从而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能够在工作当中爱岗敬业，严格要求自己，像榜样靠拢，不

断刻苦钻研、开拓创新，将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向不普通迈进。将“三

个精神”融入劳动者必须要推动实际工作。将学习教育与工作发

展有机结合、深度融合，推动每一名劳动者立足岗位实际，从工作、

钻研、学习、创新、服务、奉献等方面齐头并进，成为新时代的

符合“三个精神”的优秀劳动者。

青年正处于劳动观的形成时期，要通过教育帮助其树立好正

确的劳动观念。因此，“三个精神”的提出有利于培育好青年的

劳动观念。劳动以人为本，而青年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新生代。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目的就在于将更多的青年培养成为热爱劳动，

并且能够不断钻研，干一行爱一行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如今，社

会在不断发展，青年认识劳动的方式越来越多，心态也会多少发

生些变化，就可能出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的

劳动状态，进而影响其劳动行为，严重者会危害社会。青年的劳

动观教育，更应该用榜样力量的说服力和引导力提高青年的劳动

素养和劳动行为。

三、青年劳动观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一）青年劳动观教育的内涵

培育青年的劳动思维和劳动能力

劳动在社会建设中起着基础性作用。青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的接班人，也是社会劳动力量的主要群体。因此，大力提

倡青年的劳动观建构，使高校学生的劳动思维和劳动能力符合现

今社会发展。“三个精神”的提出就在于培育具有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新时代青年。只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养成良

好的劳动观，在社会劳动中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我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才能够有更多的劳动者的支持。

（二）青年劳动观教育的意义

1. 培育爱岗敬业的优秀劳动者

国家建设需要具有“三个精神”的优秀劳动者，能够将自身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劳动中，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古往今来，

社会上被称为“国之栋梁”的优秀者很多都出自普通的工作岗位。

新时代，我们正在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迈进，劳动

者就在其中起着突出性作用。随着美好生活的不断深入，一些与

劳动观相违背现象也日益凸，尤其是某些高素质人才在劳动选择

上于劳动观不符。青年是劳动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在社会日益发

展的当今，部分人在拥有了高知识、高才能时，却失去了行行出

状元、干一行爱一行的劳动理念，甚至是背叛。这就需要劳动观

从中协调。在青年中大力弘扬“三个精神”，培育良好的劳动观念，

有利于使优秀人才在各行各业的劳动中贡献力量。

2.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劳动保障

我国具有优秀的劳动文化，党和人民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劳

动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

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离不开青年力

量的支持。因此，就需要青年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带动和保证国

家建设持续健康发展。“三个精神”背景下的劳动观建设，就是

将青年的自身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紧密相联，有利于培育热爱劳

动、无私奉献的有志青年，进而促进人与劳动和谐，为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四、青年劳动观教育的基本要求

（一）青年劳动观教育要加强教师对“三个精神”的领会。

加强教师对劳动观的领会是“三个精神”背景下劳动观的首

要任务。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首先就要具备正确的劳动观、形

成良好的劳动行为，为青年建立起良好的劳动榜样。教师劳动建

设的加强，首要通过各种学习来帮助教师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

使教师对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内涵能够深刻领悟，

并转换为实际行动。教师是青年劳动观培养的领路人、传播者，

他们的一言一行对青年的劳动观念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就要

加强教师队伍的“三个精神”的学习，其中不但要包括对精神内

涵的学习，还应该包涵社会现实中的关于劳动相关事例，使理论

联系实际，更加生动、具体的传授劳动观念。同时，要培养高校

教师热爱劳动、认真钻研、不满足于现状积极进取的劳动观念，

养成日常生活不断向榜样力量看齐优秀习惯。“三个精神”教育

应当是生动活泼而又具体的。因此，不单单要讲授劳动相关概念，

更要带领青年能够身临其境地投入到劳动实践中，让劳动潜移默

化的滋养心灵。教师要始终保持爱岗敬业的积极心态，拥有毫不

动摇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领路人的劳动素养强，青年一代才能够

对步入社会后所进行的劳动充满信心，进而坚定的做追随者。大

力加强教师队伍的劳动观建设，有利于保证教师劳动信念的坚定、

纯洁，进而通过言传身教，才能够更好的在青年中弘扬“三个精神”，

形成整个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热爱劳动、无私奉献的风尚。

（二）“三个精神”背景下青年劳动观教育要加强青年的劳

动实践

高校劳动观教育的主要接受者在于青年，青年是国家建设的

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5 月 4 日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

中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

断的强大力量。”因此，就要充分发挥教育及实践优势，在青年

中开展适当的劳动实践。要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能够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岗敬业理解贯通，并且形成外在行动。

积极培育青年的劳动责任感，形成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

的良好劳动风尚，明确劳动意义。青年正处于劳动观养成期，在

这一时期养成的优秀劳动习惯将会伴随其一生。优秀的劳动者不

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学习、刻苦钻研，时刻投入到工作中去。

青年时期树立好优秀的劳动观，既有利于其自身发展，也对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劳动建设大有益处。

我国历来重视青年的劳动观教育，青年是国家建设的积蓄力

量。因此，青年劳动管教育刻不容缓。要将“三个精神”融入于

教育的方方面面，不断培育有优秀劳动观的青年一代，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岗敬业更好的发扬光大，让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成为青年步入工作岗位后的精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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