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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当代启示
李王晶尔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人民群众用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劳动是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铸就了灿烂

的中华文明；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以“实干兴邦”的劳动精神

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篇章。本文将从中国古

代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进出发，分别阐释道家、儒家及耕读文

化所蕴含的劳动哲学，从历史层面反思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

所处困境，建立弘扬工匠精神的长效机制，彰显高职院校的劳动

价值与光荣，建设创新创业教育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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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劳动教育，已然成为当今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党中央、国

务院的战略决策。“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又一次把劳动教

育置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位置上。教育

起源于实际生活需要，教育与生活本质同源。早期农业催生了耕

读文化，随着耕读文化的发展，教育进一步普及，所以耕读文化

成为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而且这种文化对于当

前中国在职业院校当中开展劳动教育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历久弥新，怎么将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

运用于现代劳动教育实践当中，已经成为当前学者讨论的热点课

题。

一、中国古代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道家思想中的劳动哲学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十分重视劳动与劳动分工，在道家思想的

影响下，劳动人民十分重视提升劳动技能，通过精神专一、心无

旁骛，将劳动上升到艺术层面。《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

提到，宰牛剔骨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件耗费精气、极需耐心、考

验技艺的劳动，但是庖丁做起来却可以“发出音乐一般的声音”，

因为庖丁的勤学苦练，刀刃在牛骨间可以做到“恢恢乎其于游刃

必有余地”。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反映了民间微雕艺人王叔

远用核桃雕刻出小船，无不体现出古人将劳动看作艺术，将劳动

做到极致，劳动不再是负担，也非沉闷枯燥，劳动的过程即为创

作艺术、享受艺术的过程。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劳动价值观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制影响与等级观念盛行，社会极其重

视等级区分。所谓“君子”应“劳心”，即从事脑力劳动；所谓“小人”

则“劳力”，即从事体力劳动。而社会普遍鄙视体力劳动，称劳

力者应为劳心者所役使，将“劳力”与“劳心”对立起来，这种

观念为儒家所继承，观念很大程度影响到此后中国社会对体力劳

动的看法。特别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成为“劳心者”成为全社

会的价值主流，不重视科学研究等脑力劳动，也自然鄙视生产劳动。

儒家思想对劳动者天然的怜悯与讴歌从另一方面将体力劳动者置

于“底层”。

（三）耕读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发展

劳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古代农业的发展催生

了农耕文明，耕读文化则是中国农耕文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所形

成的特有的乡村文化。“耕”即为白天从事农业劳动，“读”即

为晚上挑灯夜读，“耕”与“读”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与当今高

职院校落脚在实践与学习相统一的劳动教育不谋而合。“耕”不

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劳动，而更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农

耕文明时期，人民依靠勤劳耕种与刻苦读书改变命运、报效国家，

通过勤奋耕读以立高德，将身体力行与理想追求紧密结合，忠信

守义、为民造福的家国情怀，成为耕读文化的核心价值。

二、从历史层面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困境

高职教育是以一种实践为底色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教育模式，劳动教育已然是高职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高职院校

的师生不应排斥劳动教育，反而对劳动教育有自然而然的亲切感

与荣誉感。在高职教育领域呼吁提倡与提高劳动教育，从侧面说

明高职院校在育人过程中忽略了劳动教育的价值与手段，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工匠精神的提炼不足

国家领导人对于工匠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视，多次在重要场合

予以提出和肯定，同时这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现实需求。而现代

职业教育也必须要响应时代发展的大潮，承担起这一伟大的历史

使命。道家思想中的劳动哲学提到，中国古人重视劳动技能的提

升，《核舟记》反映出的艺术哲理，正式当下所提倡的工匠精神

的生动写照。然而自古以来，工匠的职业地位低下，“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错误思想，导致很长时间一来中国优秀技能人才

的培养工作被思想所限制和束缚。

许多高职院校长期将技能提升作为学生发展的重中之重，在

培养过程中容易忽视思政、人文素养类的课程，将学生功利化、

技术化，导致人文底蕴不足，学生缺乏对工匠的职业认同感及归

属感。学校在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中尚未建立严格的职业标准，影

响高职学生实践过程中工匠精神的切身感受与感知。

（二）对体力劳动的理解偏颇

儒家思想将劳心与劳力相对立，鄙视体力劳动，崇尚脑力劳动，

从一定程度影响到当代高职院校同学对一线劳动的反感和抵触，

认为这种劳动是一种不光彩、低人一等的职业。心理上的错误认

知导致其在具体实践时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这种显然

是一种片面、甚至狭隘的理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勤奋、

勤劳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文化和成就。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劳动的技术含量与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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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日渐提高，但体力劳动永远不可能完全消失，体力劳动是劳动

之本。劳动从不仅局限于体力劳动，劳动是包罗万象的，尤其是

新时期的劳动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已

经紧密地交织到了一起，一项工作的开展需要有前期完善的规划

和安排，同时每个环节和步骤需要考虑到的技术点也进一步增加，

绝不仅仅是那种毫无思考的劳动内容。

许多高职院校的学生一提起劳动就是简单地练习技能，从而

窄化了劳动的内涵，对于学习过程中的体力劳动缺乏认同感与荣

誉感；同时，当前不少职业院校在教学工作中只注重一些专业技

术的教育，忽视了正确劳动价值观的树立与劳动习惯的培养。

（三）对劳动实践的运用不足

中国农耕文明中的耕读文化强调学习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任何知识的掌握和运用都需要通过具体的劳动来进行体

现。劳动不仅仅可以深化和印证书本上的知识，同时可以培养创

新精神，也能从具体的劳动中感知劳动的意义，感悟人生的价值，

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民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场地限制、师资不足、经费缺乏等因素，有

些高职院校在教学中实践教学的占比远没有达到标准。同时对于

专业知识的教学也存在单纯灌输式的问题，缺乏对理论知识的劳

动实践，更多是处在一种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状态，导致同学

们的显性知识难以转化为隐形知识，学生个体的整体能力素养也

培育不足。

三、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当代启示

（一）建立弘扬工匠精神的长效机制

工匠精神从其根本上分析就是职业精神的一种升华和体现，

是能力、道德以及品质的浓缩，其中涵盖了敬业、钻研、付出等

优秀的品格。国家领导人对于工匠精神非常重视，并在多个场合

予以褒奖和肯定，鼓励广大一线劳动者用工匠精神来指导自己具

体工作的开展，同时新时代背景之下工匠精神也有所拓展和延伸，

不仅仅指那种技能型岗位，而是覆盖至各行各业。

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职院校，更应注重发挥工

匠精神的力量，建立弘扬工匠精神的长效机制。建立信念引领机制，

利用多载体、多形式宣讲工匠精神，将工匠精神融入到始业教育、

党员培训等环节中。建立日常示范机制，发挥好辅导员、班主任

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日常行为管理作用，从本行业聘请具有工匠精

神的导师作为兼职辅导员、兼职班主任，身体力行，从潜移默化

中感染学生，增强大学生对工匠精神的亲切感与认同度。建立以

文化人机制，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应大力宣传工匠精神，在

学生人流量密集的地方，以图文、视频、实物等多种形式多样化

展示我国各行各业大国工匠的成长故事和非凡业绩。同时，也要

充分运用微博、微信、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使工匠精神活起来，

增强工匠精神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二）彰显高职院校的劳动价值与光荣

一方面，高职院校在推动劳动教育中应着力体现劳动的价值。

在教学中适当设计“劳有所得、优劳优酬”的观念，建立劳动和

价值之间的关联，彰显高职学生特有的劳动价值。在学生的作业

和课题设计中，学校可以利用有利的时间节点，将学生的作业、

课程考试设计，展现在一定范围的用户、家长、企业群体中，进

行有设计的投标竞拍，让学生在竞拍中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有价值、

有价格、受欢迎、受重视，将好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成果，直接对

应于市场价值、用户价格，直接鼓励师生。竞拍产生的得失，也

会助推高职院校师生勇于面对此后个人职业生涯的种种考验。

另一方面，应增强师生劳动教育的荣誉感，享受劳动光荣。

让高职院校担纲策划、设计所在区域学校的劳动教育课程，让高

职院校的师生到本地区学校担任劳动教育课的授课教师，展现高

职院校的技能威力，向社会释放劳动魅力，展示劳动的价值，彰

显劳动的光荣。

（三）建设创新创业教育有效载体

在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国家工业体系

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工程培养并输送优秀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承担起时代赋予给高职院校的伟大使命和任务。而在此

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在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宝贵的

载体作用，在培养过程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一，高职院校应在其人才培养过程中主动将创业理念融入

到教育教学当中，贯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始终，并将其放置在教

学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第二，高等职业院校应该和企业政府建立密切的沟通和联系，

构建并加强人才培养之间的合作机制，使人才培养过程中有充足

的动手和实践锻炼机会，并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铺好道路。

第三，政府有关部门需要主动发挥自己的引导和协调能力，

为高职院校和企业进行牵头，并推出一些有扶持性的政策推动人

才培养工作的同时，促进创新创业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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