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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泥湾精神视域下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实现路径探析 

杜晓霞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南泥湾精神对新时代高校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在对南泥湾精神进行阐述的基础上，重点就大学生劳动教

育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方面的改进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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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抗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由于日

本侵略者的围剿扫荡、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剧的反共摩擦、频繁

的自然灾害和边区人数的猛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

了解决这一危机，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广大

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 年，三五九旅在王振旅长的率领下，

进驻南泥湾，开启了向荒山要粮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

动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经济难

题，而且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孕育了伟大的南泥湾精神。 

一、南泥湾精神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精神指引 

1.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南泥湾精神的核心和本质。没有生

产工具，我们自己制；没有粮食吃，我们自己种；没有衣服穿，

我们自己织；没有窑洞住，我们自己盖；没有合作社，我们自己

建。通过大生产，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只有劳动才能解决生存

问题，才能创造幸福生活，进而树立了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价值

的正确劳动观和正确价值观。 

2.上下一致、共克时艰的优良作风是南泥湾精神的重要内

容。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困难，迎难而上，

上至旅长下至普通战士，人人斗志昂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

斗，经过共同的团结奋斗，不仅打破了敌人企图困死我们的局面，

而且养成了官兵一致，平等民主、勤俭节约，厉行节俭的优良品

质。 

3.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是南泥湾精神的重要支

柱。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传统民养军观念，

不仅实行军队垦荒屯田，而且做到了生产、战斗、学习三结合。

这不正是打破常规、勇于变革、勇于实践、敢为人先的成功实践

吗？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三五九旅在南泥湾

连立足生存都可能成大问题，更不用说三年之内将南泥湾变成陕

北好江南了。 

4.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南泥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荒南

泥湾不是某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调研基

础上的。1940 年至 1941 年，朱德、王震等人多次亲临南泥湾实

地考察和走访。了解了南泥湾的山、水、林、路各方面具体情况。

对南泥湾哪里荒地多，哪里土地肥，四时八节种什么农作物好，

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怎样、水质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这些都

为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泥湾精神是成功劳动教育的集中体现，虽然它是党中央在

延安时期培育起来的，但它的影响和作用却是深远的。进入新时

代，在大学校园，我们更要高扬南泥湾精神，重视劳动教育，为

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

斗。 

二、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及问题 

劳动教育是一个从价值认同到情感认同再到实际践行的过

程，其最终目标为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然而，纵观高校劳动教

育的开展情况，总体不容乐观，肤浅化、功利化、表面化现象时

有发生，甚至有些高校还存在着劳育尚停留在理念层面的尴尬。 

1.劳动教育被弱化和淡化。部分人把劳动教育作为落实德、

智、体、美的辅助形式，劳动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还有部

分人受应试教育影响，认为劳动教育可有可无，不让学生参加劳

动活动，以至于学生动手能力较差，缺乏合作精神和责任担当；

还有就是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劳动教育的价值不够显著，吸引

不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劳动教育观念，

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等各育相互联系，但有其独立性，劳

育的使命、任务、地位与作用是其它“四育”不可替代的。 

2.劳动教育主体意识待唤醒。大学生中部分人对劳动教育的

开展兴趣不高，潜意识中排斥抗拒劳动教育，学校开展一次劳动

实践活动，很多人找各种理由请假逃避，学生反感劳动、不爱劳

动、不会劳动、不珍惜劳动现象比比皆是。这些足以说明学生主

体劳动意识不足，劳动态度不端正，根本没有认识到劳动的重要

性，更谈不上有劳动情感和劳动践行的产生，这都需要我们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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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湾大生产运动为正面案例，引导学生端正劳动态度，加强劳动

教育和劳动实践。 

3.教学中“劳”与“教”关系失衡。在普通师范类院校里，

除了师范类专业的教育实习和非师范类专业的生产实习外，其他

专业课程的学习大多数是重“教”轻“劳”，就拿《概论》来说，

在 48 学时的理论课外，只有 6 个学时的实践课，但由于公共课

人数的庞大和实践经费的紧张，即使开展实践课，每班也只有

2-5 人可以参加，其余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机会参加，根本达不到

劳动教育的目的，更不要说长期性、持久性地开展。更有甚者，

有些课程，在最初的课程设置里，根本就没有“劳”的环节，实

践性直接被忽略了，这种情况下，要想让学生体验到“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那更是不可能的。 

4.劳动教育缺乏制度保障。在 2019 年“劳动教育”没有上升

到国家层面，没有提出“五育并举”之前，劳动教育在部分高校

基本是被边缘化或者被遗忘的。因此，劳动教育不被重视，校内

外劳动教育基地不足，劳动教育工具不全，劳动教育师资配备不

足，劳动教育教材资源缺乏，不少高校未将“劳动教育”在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无位”必然导致“无为”，劳动教育

就只能停留在“嘴上重要”，流于形式，根本谈不上劳动教育质

量的好坏。 

三、以南泥湾精神为指引，深化大学生劳动教育实现路径 

纵观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和存在问题，可以看出，当代大学

生对劳动教育的科学定位、重要地位和价值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

化，有必要以南泥湾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提高认识和深化实践。 

1.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为劳动教育奠定理论基础。南泥

湾大生产运动是通过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才打破了生存危机，为

边区的经济稳定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这不正是劳动

光荣、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嘛！新时代下开展劳动教育，

首要的就是要纠正大学生对劳动教育认知的偏差和重视度不够

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弘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

湾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艰苦

的奋斗，辛勤的劳动，才能创造幸福生活，进而在情感上热爱劳

动，尊重劳动，认知上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创造幸福的正确劳动

价值观。 

2.营造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为劳动教育理顺关系。劳动教

育是个“劳”与“教”相互促进、相互深化的过程。南泥湾大生

产运动中，正是由于广大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共同劳动和

互帮互助，勤俭节约的教育开展，才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确保了粮食大丰收。新时代下开展劳动教育我们也要以此为榜

样，在劳动教育开展过程中，师生平等，共同劳动，团结互助，

共同提高。重视“劳”与“教”的有机结合，以“劳”深“教”，

以“教”促“劳”，教师要走在学生之前，以身作则，劳教统一，

率先垂范；学生要增强学生主体意识，通过举办各类劳动技能竞

赛活动和社团活动，提高劳动技能，提升劳动素养，增强未来竞

争力。 

3.重视劳动制度保障，为劳动教育保驾护航。南泥湾大生产

运动正是有了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组织实施，才能得以顺利推

进。新时代下开展劳动教育，也要以此为榜样，高度重视，全盘

统筹，作为高校要将劳动教育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成立专门

的劳动教育教研室，统一教材，统筹师资，保障经费，统筹开展。 

4.弘扬大国工匠精神，为劳动教育注入精神动力。南泥湾大

生产运动正是发扬了全体官兵的团结一致、一心一意，不断创新

精神，不仅打破了传统民养军的习惯，而且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

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新时代下推进劳动教育，更要注重大国工匠

精神引导。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

精神，鼓励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专一行，相信劳动改变生活，

劳动创造未来。 

5.坚持实事求是工作作风，为劳动教育提供条件分析。劳动

教育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环境的支撑。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能取得成

功与前期的大量调查是分不开的。新时代下推进劳动教育我们也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 

俗话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大学生们，让我

们以南泥湾精神为指引，一起用劳动和实干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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