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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党高度重视劳动观教育在高校人才

培养中的战略地位，结合各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将劳动

观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

了政治合格、知行统一的生力军。1

一、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劳动观教育——以培育

“四有新人”为目标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劳动观教育的指导思想。邓小

平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

位”，深刻说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这个时期高校劳动观

教育的灵魂。改革开放后，高校劳动观教育面临新的挑

战。党中央提出了加强高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方针。

党中央在高校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斗争，旨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劳动者。邓小

平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1]

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

通知》中提出：必须提高青年学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影响的自觉性，进一步强调在对大学生进行的劳动

观教育中采取加强时事政策教育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党

认识到高校社会主义劳动观教育的工作不能忽视和削弱，

要主动占领这块阵地，指出高等学校必须把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首位。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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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委要全面领

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出了一系列高校社会主义劳

动观教育的改进方法，从制度层面改进政治理论课课堂

各项措施，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坚定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想，维护了国家劳动观。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劳动观教育——

以明晰“四个如何认识”为途径、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为抓手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党中央

提出了明晰“四个如何认识”的教育举措。党强调对青

年要经常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在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提出要针对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育，继

而指出“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

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2] 党中央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

松对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了“四

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历程、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

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

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3] 等。

十六大提出了教育的新的要求和新的内涵，其中强

调要对高校加强正确的“三观”教育。十六大指出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就要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全

面提高高校的政治思想水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

导高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这个表述指明了高

校的劳动观教育要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及其成果为主要内容，关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教育的重要性，突出了正确“三观”的极端重要性，对

高校进一步加强劳动观教育实效性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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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劳动观教育——以“以人

为本”为理念、以培养“四个新一代”为重心

面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育人”工作，强化了“以人为本”理念在育

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把“育人”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

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把学生培养成为人

格健全的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劳动者。在以人为本思想

指导下，劳动观教育呈现生活化趋势，立足于生活，立

足于现实，形成了以人为主体，以生活为中心，以人需

求为出发的模式，推进高校价值观的形成向社会主义方

向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使高校劳动观教育更为民主

化、开放化、互动化，使教育主客体直接的联系日益紧

密，对高校思想变化和心理需要更加关注，有针对性地

引导逐渐成为劳动观教育重要的方法。

党中央“四个新一代”为培养重心的提出，为在

新时期高校劳动观教育提供了指导性思路。中央明确指

出：“要切实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要加强高校“三观”教育，加强高校民族精神教

育，指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发挥学校

的引导作用，发挥学生自我教育作用，调动高校主动性，

把青年的思想工作作为重点来抓，增强教育实效性。胡

锦涛致信中国青年群英会，殷切希望全国青年“努力成

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

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

艰苦创业的新一代”[4]。“四个新一代”的培养目标是一个

时代鲜明、内容全面、层次分明的培养目标，为高校的成

长设定了标杆，也为劳动观教育工作指明了新的要求。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劳动观

教育——以“四个要求”“四点希望”为着力点、以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为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在新时代的发展，是的党的领导集体团结全国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治党、治国、治军等

各层面上的理论创新和经验总结，是高校劳动观教育在

新时代条件下的指导思想。

新时代劳动观教育以为实现中国梦为目标，以“四

个要求”“四点希望”为着力点，推进了新时代条件下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党中央在高校思政工作会议

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

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为高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劳动观教育指明了新时代的方向。党中央指出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5]，再次明确了劳动观教育在树

立“四个自信”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党

中央对当代青年提出了四点希望，即“爱国、励志、求

真、力行”[6]，在首要位置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与爱国

主义相结合，为当前劳动观教育进一步指明了具有时代

意义的内容。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

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7]，

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

根本保证。实现中国梦是新时代条件下劳动观教育的主

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将其融入高校劳动观教

育是教育工作者取得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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