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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劳动是
财富创造的源泉，是个体社会性价值的体现。当代中国，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家庭、学校
等环境对于大学生群体关于劳动方面的要求有所降低，大学生群
体对于劳动的认知深度以及劳动技能的掌握程度有所下降，这一
现状无论是对大学生群体在步入社会后的日常生活经营还是职业
生涯发展，都会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因此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劳
动技能的培养和劳动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势在必行，而《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思政课程，担负着大学生群体世界观
引导的培养任务，与劳动教育的开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点。

1　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契合点
任何主题内容的教育活动都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方面，其一

是理论的知识性教学，其二是现实的实践性教学，劳动教育也
不例外。就当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来看，高校的劳动教育其在育
人目标和育人内容方面存在着与“基础”课程高度契合的要
点。同时，由于当代部分大学生存在着劳动价值观念扭曲和基
本劳动技能缺失的现象，一次理论环节的劳动观、价值观解读迫
在眉睫，这也是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相契合的要点之一。

1.1当代部分大学生劳动价值观念扭曲以及基本劳动技能
缺失

当代部分高校的在校生群体，存在着劳动价值观念扭曲以及
基本劳动技能丧失的现状。

其中，基本劳动技能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
校期间的基础自理能力较弱，在日常的饮食、作息等方面无法做
到科学合理，导致自身进入高能教育学习环节，远离父母照顾之
后身体健康水平普遍较之中学阶段有所下降；其二，日常内务整
理及卫生打扫缺乏基础的劳动常识，主要表现形式为劳动用具如
扫把、墩布等不会使用，卫生用具如洗衣机等不会使用，这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其生活、学习环节的恶劣，从而进一步致使大学生
群体患病几率提高，除此之外还存在私人物品整理无法做到分门
别类、杂而不乱等现象，这一现象增加了大学生群体自身教材、证
件、贵重物品等财产遗失的情况产生。

另外，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存在着劳动价值观扭曲现象，主
要表现形式为自身对于劳动过程无差别地排斥，和自身对于从事
劳动工作的个体报以轻视的态度，其中包括对校内外一些劳动者
的轻视和对身边热爱劳动同学的排斥。劳动技能的缺失和劳动价
值观念的扭曲二者往往是相互影响的，而观念方面的合理引导更
为关键，正确的劳动关的树立有助于激发个体提升自我劳动技能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础”课程的总体培养目标之一，就是对大
学生群体进行科学世界观的引导和培育，因此从现实的紧迫性角
度来说，该门思政课程与劳动教育之间存在着契合点。

1.2“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的育人目标及育人内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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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点
“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教学，二者在育人目标和育人内

容方面存在着高度的切合点和相关性。
首先，作为思政课程之一的“基础”课程，其重要的育人目

标之一就是面向“新时代”培养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
关于时代新人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拥有本领才干、实现全面发
展，作为一名大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才能实现从理论到现
实的质的飞跃；同时，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基础性的劳动技能
的养成和劳动价值理念的树立也是基本内涵之一，德、智、体、美、
劳诸多方面缺一不可。所以从育人目标上来看，二者相互依托具
有一定的同一性。

另外，劳动教育的相关教育内容与“基础”课程产生了一定
的交集。其中，劳动教育在世界观方面和精神领域的教育内容，以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主，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美丽是其基
本观点，勤俭、奋斗、创新、奉献是其首要内涵，尊重劳动者，形
成劳动习惯是这一教育内容的主要方法论；而“基础”课程的基
本教学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
观等，培养学生形成系统科学的价值认知、道德理念，这其中就
包含了“劳动”相关的内容，无论是中国精神中的勤劳勇敢还是
核心价值观的“敬业”要求，都有与“劳动”相交融的地方。可
以说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的基本内容，共同依托于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框架，以同样的道德判断为其价值底线，所以从内容上
来看二者存在一定交集。

综上所述，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之间，无论是从育人目
标还是从培育内容的方面去分析，二者都存在着相互融合的理论
基础，构成了协同育人的交集[1]。

2 　“劳动教育”融入“基础”课程理论教学重点探究
2.1 立足教材，缜密规划课程
根据“基础”课程教材的结构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基础”

课程中可以融入劳动教育相关内容的部分主要集中于思想道德的
章节，具体而言主要为以下几个部分。其一，在第一章人生观的
章节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的理论明确提到了劳动作为划分人与动
物之间区别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在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部分，可以
将科学的劳动价值观念即劳动光荣、尊重劳动者以及奉献勤俭等
内容融入进课程教学的环节；其二，在弘扬中国精神的章节中，将
中国精神中“勤劳勇敢”的基本内涵化用进新时代劳动实践对于
国家民族的复兴梦想作用的教学中，增强大学生群体对于劳动社
会性价值的认知能力；其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章节中，将
个人层面的“敬业”要求与劳动相关联，引导大学生在职业发展
过程中勤于奉献甘于吃苦；最后，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
章节中提取传统美德中与劳动相关的经典典故，并与新时代道德
体系之下对于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的部分相对比，增强大学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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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于劳动的认同感和劳动的荣誉感，逐步引导其形成尊重劳动
和尊重劳动者的科学价值观。

2.2 发挥能动，讲好劳动故事
任何理论教育的环节，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对于实效性的

提升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劳动教育也不例外，且会激
发大学生群体产生较大的逆反心理。这就要求承担“基础”课
程的老师，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
趣味性。作为“基础”课程的任课教师，将劳动教育融入“基
础”课程，最重要的是了解自身带教的学生状态，对于其所喜
闻乐见的交流形式有所了解，对其所喜爱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
物群体、娱乐方式、艺术形式等有所认知，从其中寻找切入
点，在传播科学的劳动价值观讲述劳动故事的过程中增加与学生
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世界观、价值观等精神引导的实效性。

3 　“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教学结合路径
3.1 增强联动，了解学生状态
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基础”课程的专任思政课教师

和辅导员队伍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就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
的融合而言，这两大教育主体增强相互之间的联动，其产生的
效能一定程度上会更大。劳动教育的引导是一个较为微观的教学
领域，并与现实生活连接更为紧密，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的
引导者之一和大学生学业、生活的管理者之一，对于大学生的
基本思想、身体状态更加了解，故而在“基础”课程的课程
设计和课程规划的环节，专任教师与辅导员之间增强沟通相互联
动，对于劳动教育与“基础”课程融合的教学效果而言，可
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3.2 拓展视野，提升教学深度
对于“基础”课程的专任思政课教师而言，受制于学科背

景和人生经历的限制，其思维的广度和视野的宽度容易产生局限

性，在对科学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行宣讲，对与之相关的教学素
材进行选择以及对劳动故事进行讲述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定的
与学生、现实脱节的现象。因此，作为一名师者，应不断加
强自身对于相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思政课教
师的基本素养，还要了解最前沿的社会讯息，最真实的社会感
受，以增加自身教学环节的理论深度和讲授穿透力，以无穷之
魅力激发大学生群体无限之潜力[2]。

4　小结
劳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不断讨论的话题，新时代背景

之下，对于高校在校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正确理解劳动的价值
合理掌握劳动的基础技能对于其人生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将劳动
教育融入“基础”思政课程中，是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重
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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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多媒体工具可以完美体现出来的，还需要思政课教师基于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进行深度加工处理，如视频剪辑，图
片处理等。使其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核心素养，彰显思政课
的情感培育和价值引领。由以往的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突出
思政课的思想性。

3.3提高教师信息素养
在视频处理上，网上下载的视频往往比较长，长视频会让学

生出现审美疲劳，最佳教学效果的视频时长为90s左右，因此教
师要具备剪辑、处理加工视频的信息处理能力；制作课件时往往
需要大量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要使图片完全契合教学内容，
需要使用到PS技术；在经济与社会板块教学当中，常借助大量材
料分析，但过多文字材料不利于学生理解，这时需要教师将文字
材料转化为图表或者视频，直观的图表和视频符合学生的认知发
展水平，更能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思政课教师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当中有效应用的关键，教
师信息素养的建设尤为重要，在高中思政课教师队伍中，年轻教
师热爱新鲜事物乐于创新，在多媒体课件制作上喜欢运用贴近生
活的视频和材料，能熟练的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但教师队伍中
的一些老教师，接受信息技术能力减弱，因此，学校要重视教师
队伍的建设，定期开展信息处理能力培训，集体备课，传递先进
的理论思想。同时，学校可以定期邀请教育技术领域专家开展讲
座、培训，展示现代信息技术的最近成果，丰富思政课教师的技
术理论视野，提升信息技术使用能力。此外，学校建立教学质量
考评机制，对高中思政课教师理论课教学行为进行审查，及时发
现教师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上的不足和缺陷，对其进行针对性的
培训，保证时效性。

3.4落实教学质量与效果
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上，部分教师过分追逐技术的景观，

使一些多媒体、视频等资料喧宾夺主。因此现代技术手段在运用
上必须落实到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上。高中思政课教师在选
取素材时，要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出发，使材料和教学内容紧
密相关。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具直观性和感染力。
在新课讲授结束时，应深度挖掘材料思想性，对学生进行情感
升华，突出学科核心素养，每一堂课都能至少升华出学科核心
素养中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的一点。思
政课教师要运用好新媒体技术的强表现力和感染力特点，充分激
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

4　结语
信息化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教学当中是大势所趋，

现代信息技术使教学内容直观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不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便于学生理解吸收知识，升华价值
情感。因此解决好现代化教学手段在运用过程中的一些缺陷，
现代化信息技术对高中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升将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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