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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

上的决定性作用，由此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可以

说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诞生，是人类劳动学说史上的一座光辉的

里程碑。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指出：要

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

培养体系[2]。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

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020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全面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把

握劳动教育基本内涵，明确劳动教育总体目标，牢固树立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1  什么是新时代的劳动教育（what）

作为教育从业者 ，承担着培养我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

任，试问什么是劳动教育？说白了，在劳动中要发挥出它的教育

功能才算劳动教育，单纯的体力劳动不能算劳动教育。卢晓东学

者从“动手”和“工具”角度对劳动教育下过一个定义：使用工

具，促进手和脑紧密结合，促进个体认知和成长的劳动可以发挥

出教育功能，这类劳动称为劳动教育。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胡玉玲在2020年8月第五届劳动人权马克

思主义论坛上总结指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

形态，建国初期以农业劳动和工厂生产为主，培养新中国所需要

的生产劳动者；工业化建设时期以勤工俭学、半农半读为主，缓

解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是以工农业生产、服

务性劳动和公益性劳动为主，与社会劳动计划和就业需要紧密结

合；到了世纪之交的综合社会实践，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

高素质的劳动者；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是以日常生

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为主，构建全面育人体系。

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当今

信息化时代，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使用信息化工具，促

进手脑结合，以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注重新知识；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和社会服务的新变化。

2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必要性（why）

《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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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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

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

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一直贯彻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但是一段时间

内由于过分强调文化教育与素质教育，劳动教育又被弱化、淡化、

边缘化。加之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当今的中职生不用

为温饱问题犯愁，容易使他们产生“劳动不再重要、人工智能时

代不需要劳动”等的错误思想，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

学生越来越多。

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正是为实现我国从“中

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的关键所需，通过劳动教育达到树

德、增智、强体和育美的五育并举协同发展的目的，才能培养出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3  新时代背景下中职学校怎样开展劳动教育(how)

在毕业生中，中职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会选择步入社会，

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中职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有别于中小学。

3.1以构建课程体系为基础，加强劳动意识教育。劳动是人

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只有正确的

认知才能促成有效的行动，完善的课程体系是内化劳动教育的基

础，从劳动的起源、意义、内涵、分类、精神等角度，以班会、团

课、专题等为载体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规划设置每学期不少

于16课时，纳入学生评价，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影视和讲座活动，

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劳动的意义，学会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树

立劳动平等、劳动光荣的意识,弘扬劳动精神。

3.2以生活、学业为抓手，强化劳动养成教育。劳动贯穿于

生活的全过程，基本的劳动技能、劳动习惯养成是保障学习工作

顺利、人际关系友好的基础，构成了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学校

可以从生活学习场所的劳动如日常家务、教室、宿舍、责任区等

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通过班级平台展示劳动成果、

共享劳动体会，结合相应的激励政策，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在

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强化必要的劳动训练的同时，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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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以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为平台，加强劳动价值教育。

劳动的目的就是创造财富，个体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

价值和意义。完善以爱护、美化校园为主体的校内劳动管理体

系、组织流程和评价模式，丰富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的内容、

项目、规模，打造校内外劳动教育志愿基地，增强社会劳动的

参与意识，让学生能够感受劳动的尊严，体验劳动的价值，增

强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

3.4 以技能实习、实训为平台，加强劳动素养教育。学校

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完善丰富现代学徒制、理实一体、顶岗实

习、就业实习等模式，让劳动教育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融

合职业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调整学生劳动心态、强化劳动技

能。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开展的理实一体化教学采取项目教

学、模块生产、团队评价的模式，有机地融合了课堂、企业

运作模式和评价模式，探索出了提升中职学生劳动素养的有效途

径，为学生步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3.5 以家、校、社三点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打造全方位劳

动氛围，实现全员育人。《纲要》明确提出“家庭要发挥在

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家庭劳动教育是基础和

自律，学校劳动教育是学习和养成，社会劳动教育是职业和奉

献，家、校、社协同育人就构成了劳动教育的一个完美闭环，

不可分割。通过家庭、宿舍、班级融合家庭劳动教育，以实

训车间、实践基地、社区参与、实习实训融合社会劳动教育，

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劳动教育氛围。

3.6以体现学校学科和专业特点为切入点，充分挖掘劳动内

涵。劳动教育要实际结合各自学校特点、专业课程特色，充分

挖掘专业劳动内涵，“就科取材”，才能让学生得到最好的劳

动教育。数学课上让学生体验逻辑推导演算劳动，美术课上让

学生欣赏劳动之美，电子专业的精细劳动等，与专业学科的结

合和渗透，让学生深刻认识劳动的多样性，增强了学生专业发

展的主动性。

3.7 以区域经济、文化特色为导向，提升劳动教育时效性。

学校劳动教育要深入结合当地区域经济文化特色，充分发挥区域

经济优势。在全面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取向调研的基础上，引入

区域内优势行业文化理念和管理模式，把握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

革新的方向，实现学校劳动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同步，引进来

与走出去，拓宽学生职业发展的视野，增强学生职业教育的认

同感、优越感。

4  小结与展望

在深刻把握新时代劳动变革特征的前提下,加强系统设计,精

准落实育人目标。劳动教育作为一个时代的新课题，只有深入

学习《意见》和《纲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贯穿家、校、社各方面，与德智体美相融合，紧密结合

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

向，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才能把握劳动教

育的新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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