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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症结及其解决
王　希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校，广东 广州 510650）

摘要：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满足大学自由全

面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面临一些症结，

如大学生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意识的浅薄，学校劳动实践活动

形式单一，家庭劳动教育的缺失，资本逻辑对劳动的钳制等问题

有待解决。应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学校展开丰富多样又与时

俱进的劳动实践活动，弘扬新时代家庭劳动观，扬弃资本逻辑，

为劳动正名，为劳动教育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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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

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

劳动技能水平。

然而，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

动、不爱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频频发生，屡见不鲜，劳动教育

独特育人价值没有发挥出来，劳动教育正在被弱化、淡化、边缘化，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不断推进高校更有效地开展劳动教育成为了

高校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劳动知识、劳动技术素养、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因此，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势在必行。”

一、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以劳动托起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

靠劳动。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

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

中国梦的实现。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仅仅依靠人民，依

靠各行各业人民的辛勤劳动，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努力拼搏

才能实现。

（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的价值观决定着整个社

会的价值取向。“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是我国劳动教育的根本问题”。理论要结合实践，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通过劳动教育把核心价值观的内核践行出来。

“首先从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来看”，近代以来

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结果。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来看，过去所有的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

益的运动，对劳动者的无情剥夺，而现在才得以逐步实现大部分

人的实质平等。从个人层面来看，大学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真正

实现自己价值，树立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抵制

好逸恶劳、不劳而获、贪图享乐、崇尚暴富的错误价值观，才能

努力成为担当起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三）满足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需求

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提到：“我们要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

劳动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一些劳动理论和做一些简单的劳动，而是

“把劳动教育理论贯穿于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全过程，扎实推进

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相结合，完成劳动思想教育

的任务，扎实推进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实习实训相结合，完成

劳动知识与技能教育的任务；扎实推进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和志

愿服务、创新创业教育、产教融合、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的

结合，让学生在劳动实践训练中得到全面发展。”这样才能大大

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为社会培养高素

质人才。

二、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症结

症结一：大学生劳动教育意识薄弱

人世间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不是通过艰苦

卓绝奋斗得来的东西也只是空中楼阁。“一段时间以来，劳动教

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加之社

会上存在的投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泛滥，受

到‘明星效应’‘小鲜肉腐化’，一些青少年不愿意劳动或者不

会劳动，不尊重劳动者，不珍惜劳动成果，幻想少劳多得、不劳

而获，甚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变得

扭曲。”导致一些大学生并不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反而认为劳动

是幸苦的、卑微的；还有一些大学生认为劳动不正义的。正是在

这样的劳动价值观的催化下，有些大学生通过网贷或者裸贷等方

式来满足自己的物欲提前消费，提前透支自己未来的信用和健康，

早早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症结二：学校劳动实践活动形式单一

大多数学校目前都能够认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并付诸了行

动，但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往往都很难办到，这也导

致了学校劳动实践活动形式单一。原因有二：一是学校没有专门

的劳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场地，导致劳动实践活动无法展开。二

是很多高校劳动教育依托于思想政治教育，依附于《思想道德与

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式与政策》等课程，

劳动教育融入思政课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就等于劳动教育

的实践教学已经完成。由于没有专门的劳动教育管理人员对劳动

教育做统筹安排规划，高校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流于形式，劳动教

育的效果自然也会大大折扣。

症结三：家庭劳动教育普遍缺失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教育不仅对孩子的成长

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对一个国家来说，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

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所以劳动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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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实情况却与之背道而驰。由于像“学而优则仕”“现在不努力，

将来扫大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家长将劳动与学习对立

起来，将劳动教育踢出了孩子的世界。只要学习好了，就万事大

吉了，一方面更加极端的看重学习成绩，“以书本知识为中心、

以听课写作业为形态、以教室为空间、以分数为成败的学习”；

另一方面又替孩子承包了所有家务活动，导致许多大学生到大学

后连基本的自理能力都没有。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形成正确的

劳动意识，考上大学后，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做劳动是很卑微

的事；从事劳动相关的职业，更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

症结四：资本逻辑对劳动的钳制

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

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谈到劳动教育必然离不开资本逻辑，

而劳动教育的弱化、淡化、边缘化，在一定程度是因为资本逻辑

过于强大有关。事实上，“资本的富足和劳动的贫困、资本的强

大和劳动的虚弱是资本逻辑的一体两面。”互联网过于渲染少部

分人的高收入、高消费，如：明星日薪百万，网络主播年薪十亿

之多，把个例当成了普遍，这一方面会导致愿意工作的人没有了

工作，另一方面部分人不愿意再去脚踏实地地工作了。我那么努

力学习工作干嘛，我只要直播带货就可以挣钱了。以前的学生问

他们以后想要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他们会说是医生、警察、科学家、

宇航员等等，现在会说网络主播，我那么努力干嘛，我只要直播

带货就可以挣钱了。大环境如此，所以劳动教育开展成效不显著，

跟资本逻辑也有一定的关系。

三、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症结之解决

（一）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加强劳动教育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不断学习。马克

思主义思想体系中都有很多著作对劳动的阐释，如《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本质”“异化劳动”，《德

意志意识形态》提到了“物质生产劳动”，而《资本论》揭示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劳动教育的理论最初都来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也能够让我们大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资

本的虚伪和腐朽，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实质。同时将劳动教育融

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中，实施劳动教育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教学

相结合。加深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念教育，经常阅读马克思恩格斯

的经典著作，劳动价值理论也会更加深入人心，大学生才能从思

想上面认同，从而热爱劳动，诚实劳动，创造劳动，进而全面提

升大学生的劳动素养。

（二）学校开展丰富多样又与时俱进的劳动实践活动

学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要将脑力与体力相结合，

线上与线下相贯通、校内与校外相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都

运用起来，同时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与人工智能、数字劳动和虚

拟劳动相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得抓住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机会，进行劳动创新创造。近日，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

协会发布了 2023 年度高校十大信息技术议题，指明了 2023 年高

等教育数字化十大趋势、挑战与任务，提到了不少高校仍缺乏具

有应用、支持各种新兴技术技能和经验的教职人员，且社会对优

化学生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期待。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国内高校也需要紧跟时代对标美国利用智能眼镜、虚拟环境、物

联网等建构新的学习模式，为以后学生的就业做准备，为国家的

未来储备人才。

（三）加强家庭劳动观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

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然

而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00”后，且独生子。他们没有经历

过新民主主义时期战争与革命的洗礼，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忘我劳动和艰苦创业，也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开

拓奋进和锐意创新，新时代的大学生没有经历过革命先烈的奋斗

史，自身又没有劳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很难共情无产者和劳动者，

甚至会出现轻视劳动和贬低劳动的现象，这必将滑入资产阶级的

陷阱，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为资产阶级代言。所以家长不光只

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同时要发挥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性作

用，让孩子明白劳动在学习、生活和未来的长远发展中的深远影响。

劳动能够磨练大学生顽强的意志、锤炼高尚的品格、塑造健全的

人格。

（四）扬弃资本逻辑，为劳动正名，为劳动教育赋能

加强劳动教育，其实另一方面就是要限制资本，尤其是不良

资本。讨论劳动，也应当将劳动放在劳动与资本关系中去讨论，

单方面提任何一方都是无意义的。有了劳动，才能生出资本，有

了资本，才有剩余劳动。我们既要资本有提高来劳动效率的一面，

也要看到资本有剥削剩余劳动的一面。“数百年间历经自由资本

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际资本主义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

义，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变化，数字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垄断利

益为出发点的有限操作，不可避免会进一步扩大社会既有的不平

等。”“李佳琦花西子事件”无情的吐槽网友和粉丝们“这么多

年工资有没有涨有、到底有没有努力工作”。一边是直播带货垄

断价格，一边是劳动者越劳动越是陷入贫困的边缘。由于受资本

拜物教的影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对金钱的崇拜，对明星富豪的

羡慕，以至于看不到劳动的艰辛和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劳动教

育课程似乎也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因此我们这里要为劳动正名，

为劳动教育课程赋能。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

发展的主体。没有了人民，没有了人民大众的劳动，历史将不复

存在，社会将难以为继”。这也是劳动教育课程的重要任务和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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