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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探究
何红娟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新时期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开展的主要目的是劳动育人。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重点内容是培育劳

动价值观，实施形式是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全面深化大学生劳动教育理念是培养新时代人才的必要途径。高校开展劳动教育课

程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当前我国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存在着起步晚、配套不足、课程设置量少等问题，本文在对高校劳动教育现实困境

分析的基础上，从思想宣传、顶层设计、教师培养、育人理念方面着手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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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离开劳动，不可能有真正

的教育”。无论从人类社会的产生而言还是从高校学生的成人成

才教育而言，劳动都是无比重要的。“历史的航程，是由一段一

段的奋斗连接起来的。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一切，凝聚着中国人

的聪明才智，浸透着中国人的辛勤汗水。” 劳动就是一种教育。

高校劳动教育既是技能教育，也是理想信念教育。劳动教育是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途径，是构建“五育”教育体系的共性要求，

也是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支撑。本文针对新时代劳动教育主

要存在社会缺乏对劳动教育的重视、高校劳动教育认识缺位、家

庭劳动教育缺失等问题展开深入探究。

一、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理论脉络

（一）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新时代高校秉承的劳动育人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的继承和发展。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劳动，劳动是一切

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我们在新时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劳动教育

的课程理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为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二）理论依据——劳动育人的教育观

2020 年 3 月，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该《意见》

指导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类课程，旨在加强学生的劳动价

值观教育，培养学生劳动技能。此举有助于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劳动教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学生在

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的教育意义是其他教育途径无法实现的。 高尔

基说过：“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

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劳动育人是

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类课程的理论依据。劳动使大学生能够更好地

体会生命的意义、理解人类历史起源、洞悉整个人类未来的走向。

（三）理论升华——新时期产教融合的实践观

新时代高校的定位由科研型和教学型单位向教学、科研、科

技服务一体化的经营实体转化。这种转化是时代发展对高校做出

的要求。新时代高校人才的培养要紧跟时代的需求、服从时代的

指示、与社会充分接轨。产教融合思想是高校人才培养输出的新

理念。基于此，高校的课程设置上要充分贯彻产教融合的实践观，

落实好劳动教育行动，为社会培养所期所需的人才。

二、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意蕴

（一）培育大国工匠人才的现实需求

技术工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人才。新时期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更多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培养广大青

年树立的技术报国、技术强国的理想抱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教

育的当务之急。高校劳动教育类课程的开设不仅是劳动育人理念

所需，更是在为未来的家庭培养合格的成员、为未来的社会建设

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现实需求。开展劳动教育可以很好地助力于大国工匠的培养。

（二）培养“五育”大学生的行动指南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新时期学校教育的理想目标。

办好劳动教育，是实现全面育人的关键。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类

课程兼顾了强体、修德、增智和促劳的功效。劳动教育有利于大

学生掌握正确的劳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艰苦奋斗

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劳动教育在成人成才教育中位置显要、

意义重大，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大学生

的重要途径。

三、高校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劳动教育论课程宣传力度不够

从《意见》颁布到现在，高校依然普遍存在着宣传力度不够

的困境。宣传是行动的先行者。目前，劳动教育论课程在校园宣

传方面略显单薄。笔者在高校劳动教育现状调查问卷中所涉及的

“您知道国家出台过哪些关于劳动教育的政策文件”这样的问题，

只有不到 47% 的大学生能够简单阐述相关政策文件。这表明高校

在日常劳动教育、劳动价值宣传方面差强人意，对应的宣传文本

落实度低。

（二）社会劳动教育合力不足

社会劳动教育合力不足，这是目前高校劳动教育面临的又一

困境。从《意见》施行到现在，还有部分高校没有独立开设劳动

教育类课程。开设此门课程的高校，课程教学也多以讲座的形式

进行，高校劳动教育课程普遍存在教学效果差、教学目的难以实

现等现象。家庭劳动教育理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家长对孩

子的要求是完成学习任务就可以，至于会不会收拾房间、会不会

洗衣服、会不会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根本没有做过多的要求与安

排。这就导致学生劳动教育观念的第一个环节失职，给后期的劳

动教育带来一定的挑战。社会陈腐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即“劳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

之通义也”。这种浅薄的传统劳动观，是我们新时期推行劳动教

育理念的又一障碍。

（三）劳动教育重理论轻实践

如果劳动教育重理论讲解、轻实践技能培养就容易使劳动教

育失去原本的意义。劳动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热爱劳动、实施劳

动并从劳动过程中培养精神毅力、获得人生价值。劳动教育并非

只是理论讲授劳动的意义、本质、起源，更多的是要从具体的实

操技能方面入手。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必须学会最基本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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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如：包扎、搬运、海姆立克急救、心肺复苏等。大学生只有

将掌握劳动技能用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才能真正地领悟“劳动

最光荣”的含义。劳动教育类课程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的特征使

其呈现出较强的课程融合性。正是因为这种强的课程融合性目前

落实不到位，劳动教育在现阶段呈现出了手段单一、重理论轻实

践的现实困境。

四、新时期高校劳动教育的途径探析

针对上述高校劳动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试图从以下方

面提出解决的方案。即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提升劳动教育宣传的

效果、加强劳动教育类的课程的顶层设计、加强劳动教育学科融

合类教师的培养、实施“三全育人”的劳动教育途径。

（一）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提升劳动教育宣传的效果

宣传是行动的先行兵。全面、有效的思想宣传是促进高校学

生重视劳动价值、体会劳动意义的关键。如何进行科学高效的宣

传机制构建，需要全方位、多角度进行考量。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

把传统宣传手段和新媒体、移动媒体技术相结合是常见的宣传模

式。如可以在校园中开展讲述劳模故事比赛、请劳模现身教学、

学生在参与校园劳动中感受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还可以在食堂等

公共区域借助新媒体技术手段播放辛勤劳动的视频以及有影响力

的朋辈宣传并践行劳动的视频等。宣传的事例要贴近大学生群体，

最大限度发挥大学生的同理心；宣传的手段要符合大学生的兴趣。

元宇宙时代背景下，宣传要充分使用 AI、VR、XR 等常见的技术

手段，让大学生从劳动的场景之外来到场景之内，提升劳动教育

感受力。利用 5H 技术针对大学生群体发布劳动教育类题材作品，

以此抓住大学生阅读的兴趣。

（二）加强劳动教育类的课程的顶层设计

高校对于劳动教育类课程的设置应该遵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理论设置是前提，实践设置是关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课程设置原则需要同成绩构成相统一起来。劳动教育类课程的

考核需要把实践计入总成绩，杜绝出现教考分离情况。比如劳动

教育课程的成绩构成可以分为两部分：50% 卷面成绩 +50% 的平

时成绩。卷面成绩的设定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劳动教育的意义、

本质、价值、原则这些理论常识。平时成绩的构成：30% 课堂出

勤 +40% 课堂实践 +30% 课程作业。这样设置的合理性在于不仅

能保证学生重视劳动教育类课程，而且保证的教学全过程的质量

以及实践环节的落实。劳动教育的理想目标是外化于行、内化于

心。劳动教育落到实处，必须躬身于行。比如讲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从实践技能掌握上，就要让同学们清楚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原则，

并且落实到行动当中；讲急救常识的相关内容，就要让学生亲身

示范如何去做。劳动教育课程应该多设置观摩学习的场景，并加

强情景教学的次数。

（三）加强劳动教育学科融合类教师的培养

劳动教育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实际操作和理论教育。劳动育人

是教育目标也是教育手段。从教育层面上来看，劳动教育类课程

师资力量的构成应当具有教育学、心理学背景。从实践需求上来

讲，劳动教育课程教师需要具备特殊的专业技能。如心肺复苏、

海姆立克急救、昏厥病人的抢救、外伤的包扎等，就需要有护理

学、外科知识背景的教师参与。防火、防震、防洪等生存技能的

演练需要消防技能常识的教师参与。跨学科融合既是教育的导向，

也是现实的需求。跨学科融合的前提是培养跨学科融合教师。劳

动教育具有强的跨学科融合特征，加强跨学科融合教师的培养是

提升劳动教育效果的当务之急。

（四）实施“三全育人”的劳动教育途径

劳动教育课程设置不仅能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且能够

使广大青年脚踏实地进行社会生活。正如陶渊明在诗中描绘的那

样：“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却不营，而以求自安。”

劳动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延续下去，劳动是人和动物相区别开来的

显著特征。人类应该对于先辈的劳动充满敬意、对我辈的劳动充

满热情、对未来的劳动翘首以盼。首先，要实施全领域的劳动教

育。一个人的劳动教育应该是多平台的。劳动教育并非只是学校

的责任。而应该是家庭、社会、学校全领域的。对于高校学生而言，

学校是劳动价值培养、劳动技能养成的主要场所，但是家庭单元

对于学生劳动教育影响力也不容小觑。父母的劳动意识、动手能

力、对劳动的尊崇程度都直接会影响孩子对劳动意义的理解以及

实践技能的掌控。社会能否具有优良的劳动教育意识和踏实的劳

动实操技能环境也对劳动教育的顺利开展意义重大。其次，要实

施全过程劳动育人。劳动需求、劳动行为、劳动教育都是终生的、

多阶段的。无论是劳动技能的培养还是劳动理念的养成都应该伴

随着一个人成长的始终和人才培养的全阶段。最后，要实施全员

参与的育人机制。课堂上发挥劳动教育课程老师的作用，站稳第

一课堂；校园生活中，发挥学生团体、朋辈组织的作用，丰富第

二课堂；新时期利用自媒体平台、多媒体技术手段拓展劳动教育

的实战场景，拓展第三课堂。

五、结语

高校的劳动教育课程承载着成才的诉求和成人的使命。加强

大学生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技能教育，是我们培育大国工匠人才和

“五育”青年的必要途径。新时期大学生劳动教育要清晰地分析

当下面临的困境，从思想宣传、顶层设计、教师培养、育人理念

方面着手，落实好劳动教育课程，更好地发挥新时期劳动教育的

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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