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地方产业是劳动

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1]劳动教育与地方产业融合是高校创新创

业型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与必然要求，两者具有共生性，在本

质和教育目标上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2]劳动教育的实施需要

地方产业支持，基于地方特色产业开展劳动教育，从而提高大

学生的劳动素养，该举措充分利用了当地产业的优势，把当地

产业与劳动教育进行有机融合，符合新时代对于人才培养的

要求。

1  调查设计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主要调查浙江省部分地区高校的在读大学生。我们在

浙江省范围内对高等院校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多名在校大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就他们对地方产业的认识、需求和看法进行

收集。大学生群体是高素质群体，也是对该课题有切身体会的群

体，对于地方产业和高校劳动教育融合的问题可能会有独到见解，

对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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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调查内容

为了深入了解高校学生对产教融合的需求，我们从学生视角

和产业认知两个方面进行测评，同时收集大学生对当地产业的了

解程度、学习意愿强烈程度以及在体验、设备、氛围、机会、师

资、素材等方面的需求。本调查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高

校学生对地方产业的需求及认知情况；其二，地方产业开展劳动

教育有哪些实施路径。

1.3调查方法

根据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前人成熟量表，修改后形成问卷

初稿，首先进行预调查，对搜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问卷

的信效度，修改、剔除不合理的题项，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最

后，对浙江省范围内的大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共收集

问卷1010份。线上问卷过程中我们通过IP地址控制各个地区大学

生数量的均衡度，在线下也与被调查者进行交流，询问他们对于

劳动素养及劳动教育的了解和看法，这些对于我们后期的分析也

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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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

2.1大学生对融合地方产业的劳动教育需求分析

将劳动教育与地方产业的融合能够充分发挥地方德育资源的

育人功能，要探究地方特色产业塑造大学生劳动素养的路径，

首先了解大学生对高校产教融合的认识和他们需求，才能为进一

步的探索提供帮助。通过调查，汇整得到数据如表1 所示，具

体可知：

“你了解当地的特色产业和知名企业”题项的平均值为

5.644分，其中非常不同意的人数占比2.3%，不同意的人数占比

3.2%，不太同意的人数占比7.1%，比较同意的人数占比24.2%，同

意的人数占比29.3%，非常同意的人数占比34%。从学生视角来看，

虽然大部分同学对当地产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甚至是非常了解，

但学生之间的差异程度还是比较大，仍有12.6%的同学对当地特

色产业了解很少。

“你对深入了解当地特色产业（企业）充满兴趣”题项的

平均值为5.741分，比较同意的人数占比19.2%，同意的人数占比

33.3%，非常同意的人数占比36.4%。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69.7%

的学生对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充满兴趣，说明深入了解当地企业对

大多数同学具备吸引性，同学们有很强烈的欲望走进身边的特色

企业，但仍有10% 左右的大学生们对来了解当地特色产业没有

兴趣。

“在课程举例说明时，我对当地案例的兴趣比外地案例

高”，题项的平均值为5.848分，比较同意的人数占比15.5%，同

意的人数占比32%，非常同意的人数占比42.1%，非常同意的人数

几乎占了1/2。统计显示，在分析案例时，同学们大都倾向于了解

所在地的案例，也不乏有同学想要了解外地案例，总体来说大学

生们的分值主要集中在接近6分，说明大部分高校学生对当地案

例的兴趣高于外地案例，教师在授课时可以适当引进当地的案例

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知识传授的效果。

“我希望教师在开展劳动教育时经常将当地素材融入进来”

题项的平均值为5.798分，比较同意的人数占比26.3%，同意的人

数占比33.5%，非常同意的人数占比33.7%。93.5%的同学愿意了

解当地劳动教育的故事、人物，通过此题项得知高校学生非常乐

于倾听教师开展劳动教育时融入当地素材。

“我愿意通过研学、实习（实训）等方式零距离接触并了

解当地产业”题项的平均值为5.679分，从表1可知，非常不同意

的人数占比2.8%，不同意的人数占比1.8%，不太同意的人数占比

2.8%，比较同意的人数占比32.7%，同意的人数占比30.1%，非常

同意的人数占比29.9%。总体上大学生都比较乐于接受通过实训等

方式走进当地企业的机会，但“非常同意”这一选项的占比只有

29.9%，相比前几个题项有所下降，说明大学生实操能力还有待

加强。

总结得知，“你了解当地的特色产业和知名企业”的得分

相对来说最低，说明大学生们了解当地产业的主动性不够，导

致了对于当地特色产业和知名产业不熟悉，在今后应更加注重大

学生知识面的培养。得分第二低的题项是“我愿意通过研学、

实习（实训）等方式零距离接触并了解当地产业”，从侧面反

映出大学生掌握知识只停留在表面而不愿意自己去实践的通病，

高校和当地特色企业应该通力合作打造一个适合大学生研学的实

践基地来提高学生的实践意愿和能力。

综上所述，应该肯定的是当前高校大学生劳动观的主流是好

的，但是我们也能看到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存在劳动精神养成不够、

劳动态度理性不足、劳动价值观认识模糊、劳动观存在偏差、劳

动的主动性缺乏等问题。（见表1）

2.2地方产业劳动教育实施的路径分析

为了给地方产业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提供基础，我们对大学生

的产业认知进行测评，通过表2可知，大学生产业认知总评的平

均值为5.772，标准差为1.237，总评值偏低，但不同主体间的差

异并不大。总的来说大学生整体有比较好的产业认知，对于产业

的体验、设备、氛围、机会、师资、素材均呈现同意的结果，

可见大学生们对产业认知的态度较集中，均对其较重视，其中同

学们认为极其重要的有设备、机会和师资。但这还不够，尤其是

体验方面，高校学生的怠于从地方产业的体验馆中获得劳动体验，

日后高校和地方产业应注重建立良好的劳动教育体系，增加基础

设施，从而促进大学生们劳动体验的提升。以下是关于产业认

知各个题项的详细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太同意 比较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了解当地特色产业 5.644 1.474 2.30% 3.20% 7.10% 24.20% 29.30% 34.00%

对当地产业充满兴趣 5.741 1.504 4% 2% 5.10% 19.20% 33.30% 36.40%

对当地案例更感兴趣 5.848 1.52 4% 2.70% 3.80% 15.50% 32% 42.10%

希望融入当地素材 5.798 1.329 3.10% 1.80% 1.70% 26.30% 33.50% 33.70%

愿意通过实习接触当地企业 5.679 1.324 2.80% 1.80% 2.80% 32.70% 30.10% 29.90%

表1      大学生对劳动教育和当地产业的融合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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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从地方产业的展览馆、体验馆等场所中获得劳动体

验”的题项平均值为5.609，说明大学生比较同意自己通过体验

馆等场所中获得更多的劳动体验，但该题项的平均值最低且标准

差很小，反映出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高校学生对劳动体验比

较懈怠，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我需要地方产业提供的研学实训、顶岗轮岗的机会来提升

劳动素养”的平均值得分为5.960，得分极高。实践检验真理，

只有深入实践才能真正感悟到劳动的力量，说明在开展劳动教育

的过程中，多数大学生们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所以渴望

有研学实训的机会，他们希望通过实习实训的方式，在工作学

习过程中提高劳动素养。

“我认为地方产业中有优秀的劳动教育导师”的平均值得分

为5.965，该题项得分最高且标准差很小，说明有极大一部分同

学认为产业中会有优秀的劳动教育导师，且大家对该题项的认知

差异不大。

“我认为地方产业中有丰富的劳动素材（任务、事迹

等）”的平均值为5.776，大学生们对于此题项呈现比较同意的

状态，同学们认为劳动过程中能创造出优秀的劳动精神和先锋人

物，发生感人的事迹。

表2    大学生对产业认知的描述统计

根据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我们得出以下结

论：大部分大学生了解当地的特色产业，并对其有浓厚的兴趣，希

望教师在开展劳动教育时将当地的素材融入进课程，但还存在一

部分同学对当地的特色产业不太熟悉。同时，愿意通过实训接

触当地特色产业的学生也是大多数，但仍然存在仅仅愿意停留在

课堂而实习意愿不太强烈的学生。

3  对策与建议

针对大学生不了解当地企业、实习意愿低、实习机会少这

一现状，高校可以建设沟通协调机制，促进交流合作。一方面

在高校内部搭建有序的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

合、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理解；另一方面，在高校和企业之

间建设合适的沟通协调机制，明晰不同主体的参与目标，推动

各主体参与目标的耦合，形成指导共同体运行的共同愿景。高

校还可以拓展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立”引企入教“的联

动机制，支持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参与学校专业发展

规划、课程设计、实验实训等环节，促进劳动教育与社会生产

相结合。要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劳动中，提高对劳动意义与价

值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精神，培养学生沟通协

调、探索创新创造、脑体结合、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劳动能

力，使学生形成现代劳动观。

针对大学生对劳动氛围、素材的需求，高校和地方产业要

精准设置劳动文化传播内容，对于体现劳动精神的优秀事迹和先

进人物，要通过总结提炼劳动模范人物的品质和精神，生动讲述

感人事迹，以饱满充实的内容吸引大学生，或者通过开展劳模人

物面对面访谈交流、体验劳模劳动等活动，将劳动精神以贴近生

活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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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统计 平均值统计 标准差统计

体验 1010 5.609 1.284

设备 1010 5.956 1.406

氛围 1010 5.872 1.351

机会 1010 5.96 1.362

师资 1010 5.965 1.366

素材 1010 5.776 1.32

产业认知总评 1010 5.772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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