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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社会实践路径研究

侯庆敏  王 旭  崔 强
大连理工大学 团委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构成了育

人方式的五个维度。劳动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必然要求 ,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
然要求。在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是每名学生的必修课，而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是需要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的。

社会实践是劳动教育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劳动教育是社会实践的具象目标和观念引领。高校要在学生日常学习

生活中融入劳动实践，把志愿服务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手段，联合农村、工厂进行生产实践，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

认识劳动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提升劳动技能，培养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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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

系的重要内容，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构成了育人

方式的五个维度。劳动教育关系到学生全面发展和国民

素质的提高，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

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中，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提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布了《关于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7 月 9 日教育部印

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其中都明确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劳动教育已上升为国

家层面的决策进行重点实施。

1.1 劳动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注重教育与劳动相结

合。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质特征，并推动着社会不

断向前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我国如今发展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的发展史也正是人民群众劳动所

创造的。可以说，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显著标

志，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劳动者鲜明的特征。作为社

会主义建设者必须要懂得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劳动教育的开展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问题，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必然要求。

1.2 劳动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这是高等教育工作

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方向与目标。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必

然要求。但目前由于市场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高校

在注重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的同时，不应忽略了学

生劳动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目前在校大学生出现了劳动

积极性不高，劳动动力不强等问题，而走向社会也没有

形成很好的劳动观念，所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迫切需要

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具备必备的劳动能力，培养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和品质。

1.3 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这种特定

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决定了新时代大学生劳动观教育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社会上散布的享乐主义、

不劳而获的思想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劳动

教育变得更加迫切。增强大学生的劳动教育，有利于大

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塑造坚强的心理素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大学生在步入社会前形成良好的

就业工作观念，形成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2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社会实践是高校促进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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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方式。劳动教育经过多年

的发展在高校逐渐演化成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是社会

实践的具象目标和成果体现。而社会实践作为人才培养

的重要手段是劳动教育的最直接、最适合、最有效的方

法途径。

2.1 社会实践是劳动教育的直接途径和实现路径

社会实践是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深入乡镇、社

区、企事业单位通过参观考察、志愿服务、体验劳动等

形式体察国情社情，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的过程。

社会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讲概念要大于劳动教育，但是社

会实践中有很多符合劳动教育的内容，比如站岗执勤、

环境保护、图书整理、爱心陪护、教学辅导等以体力劳

动为主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有走进乡村，深入田间地头

进行采摘、播种、除草等劳作行为，这些社会实践的内

容正是劳动教育的生动教材和具体实践。学生通过参加

以劳动为主的社会实践能够直接投入到劳动中，在劳动

中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所以说，社会实践是劳动教

育的直接途径和实现路径，实践让学生能够更直接、更

深入地感受劳动的意义和魅力，实现劳动教育的最终目

的。

2.2 劳动教育是社会实践的具象目标和成果体现

让广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是大学开展社会实践的目标，最终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

会做贡献，这也是劳动教育的目的意义所在，劳动教育

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念，从而更加坚定的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所以劳动教育的目标和社会实践

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而劳动教育目标更加具体、更加

聚焦，通过社会实践是可以实现劳动教育目的。另一方

面，劳动教育也是社会实践成果的体现，通过在社会实

践中的劳动能够更加真实地为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这

使社会实践作用和成果更加的突显。因此，劳动教育是

社会实践的具象目标和成果体现。

3 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劳动教育
3.1 高校要在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融入劳动实践

高校应该加强侧重于体力劳动的社会实践，日常学

习生活中就有很多劳动锻炼的平台，就目前的高校学生

来说，相比于中小学生，没有班级值日生，学生不用负

责擦黑板，基本都会有专门的清洁工人来负责教室和厕

所的卫生，校园内卫生也有专人负责维护。这些造成学

生很少有体力劳动的机会。

高校要把社会实践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并不是要

加重学生的生活负担，而是转换一种生活方式。高校要

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校内实践劳动的岗位，提升学

生的劳动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校园环境建设就

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平台，高校可以给班级划分卫生区，

在周末举行清扫活动，在雨雪天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集

中清扫，在维护校园卫生的过程中既提高了学生的爱校

意识，更锻炼了学生的劳动能力，达到了“浸润式”劳

动教育的效果。依托学校基础设施可以为学生提供多种

形式的实践平台，例如教学生使用剪草机，组织学生定

期修剪花卉和铺设草坪；在食堂设置劳动教育窗口，教

学生炒菜帮厨；在图书馆设置劳动教育岗位，组织学生

参与图书整理等工作；将教室进行认领划分，设置每天

的清扫值日制度等。总之，高校要将劳动教育融入学生

的学习生活，让学生主动养成好的劳动生活习惯。

3.2 高校要把志愿服务作为劳动实践的重要手段

志愿服务是高校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所高

校都有自己的志愿服务协会等志愿服务组织，依托这些

组织，学校可以有重点的引导学生参与以劳动为主的志

愿服务活动。这里提到的志愿服务主要是面向社会开展

的志愿行动，志愿服务不仅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劳动

锻炼的机会，而且是青年学生服务社会、为社会做贡献

的主要方式。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青年志愿者

发挥的作用尤为凸显，据来自团中央的一项数据显示，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共有 137.1 万名青年志愿者参与各

地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等工作，为疫情的防控工作作出

了重大贡献。所以志愿形式的劳动教育不仅仅是提升学

生的劳动服务意识，更提升了学生家国情怀，提升了学

生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决心。

目前的志愿服务形式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有助老

扶老、助残、关爱儿童、城市治理等，除了陪伴式的志

愿服务，这里更强调开展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志愿服务，

依托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可以开展诸如义务清扫、公

园景区捡垃圾、社区垃圾分类、车站站岗执勤等志愿服

务活动，学校要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诸如此类的志愿服务岗位，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前提下，

组织更多的在校大学生参与到城市的文明建设当中。同

时学校也要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发的组织服务

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发展形成长期的品牌志愿服务队，

在学生组织内部不断传承发展，形成学生自我教育、自

主劳动的良好态势。

3.3 高校要联合农村、工厂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实践

“三下乡”活动于 1997 年正式在全国开展，目前

已经持续开展 23 年，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三下乡”

具体由三个方面组成即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如今

的“三下乡”活动内容更加丰富，但也有很多偏离了活

动最早的初衷，所以我们要倡导“三下乡”活动回归本

源，要组织学生真正的深入农村，不仅要将文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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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带到农村，还要参与到农村的生产劳动中。高校要

组织学生在假期，或者周末的休息时间，深入到城市周

围的农村地区参与生产劳动。尤其是在春耕秋收时节，

可大规模组织学生分批开展农训等实践课程，全程全方

位了解农作物生产过程，在下乡生产劳动中提升劳动意

识，锻炼劳动能力。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不断提

高，农民的成产劳作也更加现代化，很多机械生产代替

了原有的人工劳作。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学习调研现代化

生产过程中，让学生亲身体验生产劳动全过程，利用专

业知识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提升创造性劳动能力。

另一方面，高校要组织学生结合专业特点进工厂参

与生产实践。高校要积极联系专业相关的工厂、企业，

组织学生进入生产车间，立足学生的本专业学习基础，

将课本知识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中。这里强调的生产实

践不是简单的参观考察，应该是在生产安全保障的前提

下参与的劳动生产过程。虽然很多大学生在工作后不直

接参与生产过程，但学生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劳动意识

和劳动技能得到有效提升，对专业知识有了更真切、更

深刻的认识，对生产过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有助于学

生进入工作岗位后更加尊重一线劳动工作者，对生产经

营中的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以致更好更快地适应工作

岗位。

4 结束语
高等教育的根本工作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劳动教育作为五育并

举的重要一环不容忽视。新时代高等教育要不断加强大

学生的劳动教育实践，不断探索和创新劳动教育的社会

实践模式，引导学生在劳动创造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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