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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角下课程思政融入劳动教育实践探究
陈　庭

（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三全育人理念最初被提出是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涵盖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三方面主要内容。在这

种先进思想的号召下，学校应对标现如今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切实注重当前课程思政教育全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将“三全育人”

作为课程思政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风向标与崭新思路，唯有如此，

才能取得满意的改革成效，也能有效提升初中学校课程思政教育

工作的整体质量。在初中劳动教育课程中渗透思政元素，能够打

破传统的课程思政教育模式，并建立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之

间的契合点，提高育人成效。基于此本文就“三全育人”视角下

课程思政融入劳动教育实践路径展开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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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劳动始终贯穿于始终。劳动教育在学

校的普及，为学校优秀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条件。教师应

通过探究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的融合路径，促使学生充分认识到

劳动的重要性，锻造坚毅的劳动品格，树立正确的劳动意识，提

升学生综合素养，帮助掌握适应现代社会所必须关键能力与品质。

也就是说，教师要充分认识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的价值

意蕴，并在协同育人方面进行更多有益尝试。

一、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的融合可行性

劳动教育是培养初中生良好劳动意识、劳动能力和劳动精神

的一种教育形式，它能够实现在思想层面、行为层面的教育引导，

实现劳动教育多位一体的稳步推进。在初中学校通信技术专业教

学中，课程思政教育工作应以思想教育为引导，推动思想渗透，

坚定初中生的信仰，使初中生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将现阶段所

学的思政内容，应用于未来学习的岗位。所以，在教育形式和教

育内容方面，初中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具有一定的契合点，

它们都是以培养初中生良好品质，强化初中生专业素质为基础的

教育工作。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将两者建立协同发展机制，能够

更好地实现教育互动，加强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之间的关联

性，避免出现思政与劳动教育产生排斥的问题。新时代的劳动教

育工作应依赖于课程思政教育结构，实现面向多领域的教育渗透，

使劳动教育在真正意义上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因

此，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的融合必要性

（一）提升劳动者思想素质，助力复兴伟业

初中生是构成未来社会建设主力军，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

的思想素质决定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初中学校在教学管理工作

中，实施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策略，可以有效促进复合

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效率，为“中国速度”提供重要的人

才支撑。恰逢社会主义建设再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新征

程之际，初中学校要通过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引导学生

深刻理解百年目标，将个人劳动与中国梦相联系，从而帮助他们

真正理解“福是奋斗出来的”，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托起中国梦想和个人的幸福。思政教师要通过将学生劳动

转变为教学载体，将课程思政教育汇入时代主题，更好地为复兴

伟业提供助力。

（二）落实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发展

新时代的课程思政教育，承担着学生强化认知能力、提升学

生思想品质的重要责任，教育教学服务是否学生成长需求和民族

发展需求，是评价课程思政教育质量与效果的重要标准。在推进

初中学校课程思政教育改革，打造课程思政教育新格局的过程中

注重协同育人，将课程思政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可以进一步丰富

课程思政教育的载体和育人价值，使其基于多元化视角促进学生

发展，帮助他们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协同育人不是两者的

简单、直接组合，而是要求教师按照一定的方法和规则对两种教

育形式进行融合，使它们相互成就、相互补充，继而更有效地引

导学生感知劳动的美丽、伟大、崇高与光荣，继而树立正确劳动

价值观。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协同育人策略落实劳动情感教育

与家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培养对劳动的热爱之情，以劳动为路

径推进国家发展。可以说，将学生劳动作为课程思政教育载体，

是对学生身体和智力的双重锻炼，对立德树人任务的有效落实，

对学生奋斗精神、劳动技能的有效培养。

三、“三全育人”视角下课程思政融入劳动教育实践路径

（一）挖掘思政元素，逐步升华学生思想

劳动教育可以提升学生劳动能力、陶冶学生情操、升华学生

思想，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将劳动过程与成果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进行充分挖掘，使劳动教育合理融入课程思政教育，与

之一起发挥协同作用，有助于塑造学生的人格、优化学生品质，

对落实立德树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过程中，

可以为学生安排劳动实践活动，组织他们扛起锄头、撸起袖子，

在田间地头开始本学期的第一节思政课。经过一个漫长的暑假，

很多学生的状态都比较懒散，难以收心，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

通过耕种活动让学生体验劳动的过程与乐趣，锻炼动手实践能力，

可以不仅培养他们的意志力和责任感，帮助他们在实践中理解思

政知识，而且能够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状态，更为积极地投入到本

学期的学习中，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教师

还可以在协同育人理念指导下，组织学生对收获的粮食或者果实

进行采摘、售卖、烹饪，以增强劳动内容、课程思政教育的连续性。

尤其在烹饪、售卖活动中，学生积极创造，制作出各种口味美、

造型美、颜色美的美食，深刻体会到劳动的乐趣，有效锻炼了自

己的双创能力。

（二）体验农耕，多角度提升思政素养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

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新机制，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合作育人的

劳动教育体系，体现劳动教育的协同性”。教师可以以相关要求

为指导，以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为路径，为学生学习思

政知识、践行思政知识创造更好条件。首先，为让学生更深刻地

了解农作物的成长过程，体验丰收的喜悦，体会劳作的辛苦，教

师可以组织学生背诵二十四节气歌和农谚，并根据时令变化参与

种植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学习锄头怎么拿、怎么挥、怎么用力，

深刻感知到一餐一饭来之不易，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光盘行动的意

义。其次，教师还可以组织家长参与其中，扩大育人主体。城市

生活节奏较快，很多父母因为忙于工作而忽视与孩子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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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亲子关系有些生疏。在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策略中融

入亲情元素，安排一些亲子体验活动，让亲子之间有特别的、亲

密地接触，可以使家长与学生在情感上获得满足，对学生幸福感

的提升、家庭观念的构建，以及家长课程思政教育参与意识与能

力的提升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营造文化氛围，加强隐性教育

1. 组织主题活动，促进协同育人

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在推进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

同育人过程中，要将课程思政教育与班级文化建设相结合，使学

生在共同建设班级的过程中感受文化的熏陶，接受劳动的锻炼，

内化思政知识。比如，劳动节来临时，可以组织“我是一个粉刷匠”

主题活动，引导学生粉刷班级墙面。首先，教师需要提前组织学

生讨论，向学生介绍劳动主题、地点、内容、标准，引导他们进

行劳动分工。其次，组织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开展劳动。劳动过程中，

学生们分工合作，配合默契，真正体验了一回粉刷匠的辛苦与快

乐，对劳动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知。很多学生反映，“两

人一组补好墙上的小坑，动作虽然简单却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在劳动过程中，我真实体会到了合作的快乐，深切感受到了学校

维修人员的辛苦，深刻理解了劳动的意义。”需要教师注意的是，

学生劳动观的形成，思政知识的内化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

一次活动很难达到预期教育目的，要将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

育人融入学生成长的整个过程。

2. 包饺子迎冬至，培养文化自信

文化是滋养学生最好的营养剂，基于传统节日文化推进课程

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引导学生在劳动中提升文化素养、培

养文化自信，是提升课程思政教育效果，培养堪当时代大任的优

秀人才的必然要求。育人过程中，要注意将传统节日文化融入劳

动过程，使学生劳动成为他们学习思政知识、感知传统文化的载体。

比如，冬至到来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包饺子迎冬至”活动，引导

他们在包饺子过程中学习劳动技能、感知劳动之乐、了解二十四

节气、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培养文化自信。活动由两部分组成：

包饺子和品饺子。在食堂阿姨的帮助下，先准备好了菜馅。然后，

同学们搬桌子、铺桌布，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一切准备就绪。

教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便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有的同学动作十

分熟练，而有的同学则手忙。在同学和教师的帮助、指导下，大

家很快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包出了自己心中最美味，最漂亮的饺

子。同学们将包好的饺子整齐地摆放在盘子里，请食堂的阿姨帮

忙煮熟。大家一起品尝自己亲手包的饺子，其乐融融。冬至又称

“冬节”“贺冬”，标志着即将进入寒冷时节，但是学生们包饺子、

品饺子的热情却足以赶走这份严寒。

3. 设立校园劳动日，促进知识内化

实施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策略过程中，教师不仅要

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思政知识，而且关注学生对这些知识的内化。

其中，校园劳动可以为学生内化思政知识提供良好载体，使他们

在运用思政知识指导自身行为时重构对思政知识的理解，并因此

而改变自己的认知模型。初中学校可以在具体的时间以具体的形

式号召、组织学生参与劳动，营造积极劳动、热爱劳动的校园氛

围。首先，学校需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活动项目和场所，

保证协同育人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初中学校应尽量扩大协同

育人的覆盖范围，比如通过公共区域分片负责制，使劳动教育尽

可能覆盖全校师生。再次，初中学校要在具体活动内容设计上坚

持多元化原则，鼓励各系部教师、学生社团共同组织志愿者服务、

道德实践、感恩教育等不同主题的育人活动。育人活动过程中，

思政课教师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组织活动小

组那抓好思政内容设计与活动方式设计。

（四）完善协同育人体系，提升育人效果

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联系紧密，构建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

同育人策略时，要注意在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相互衔接，以保证

育人活动有效性。这意味着相关教师需要着眼于育人体系完善课

程思政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科学性、完整性才培养方

案进一步提升育人效果。一方面，教师需要深入研究学情和行业

发展情况，并以相关研究结果为基础优化协同育人课程结构，使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保持合适比例。另一方面，教师需要深刻了

解社会发展趋势，以之为参考完善协同育人课程的构架。为此，

教师要加强对大数据的应用，扩大对教学数据的收集范围，并定

期对收集到数据进行分析，以明确社会发展对当代初中生提出的

新要求，以及学生的思政素养发展情况，对协同育人课程结构进

行针对性优化。教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展协同育人过程不要

对思政教学内容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将与劳动教育目标和内

容相一致的部分融入协同育人体系。比如，思政教师可以分别对

劳动教育内容和思政课教学内容进行梳理和细化，以提升自身对

协同育人活动内容的把控能力，找准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的结合

点。

（五）挖掘课程思政教育主题，渗透劳动教育价值认同

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初中生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

内容，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在教学内容、

育人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教师协调思政教学资源与劳动教育资源，

使其在提升学生思政素养方面发挥协同作用。在此过程中，要保

证课程思政教育主题是灵活的、开放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因此，

思政教师可以与辅导员结成教学小组，共同挖掘教育资源和主题，

拓展教学内容，将学生劳动实践、劳动教育价值观念合理融入课

程思政教育。比如，教师可以通过劳动体验式教学传播思政知识，

使学生感受劳动的意义；在劳动节前后组织劳模评选活动，对表

彰年度卫生考核优秀的宿舍；在世界卫生日组织公益活动，组织

学生对校园与周围社区环境进行美化；在校园餐厅、图书馆设置

一定比例的学生工作岗位，让学生体验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换取

报酬。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劳动的意义，

使他们更加勤劳，懂得用勤劳的双手争取幸福。

四、结语

总而言之，课程思政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策略的实施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各学科要发挥好组织、引导作用，与相关教育主体

共同挖掘劳动项目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从而将学生劳动实践转

变为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具体到协同育人实践上，要注意

创新教育实施方式、扩大育人活动的参与主体、完善育人体系，

从而使学生更深刻地感知劳动的美丽、伟大、崇高与光荣，理解“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用正确的劳动观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以及

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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