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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劳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探索
——以广州软件学院大学生墙绘为例

闫新利　黄汉昌　许恒梅　庞露荷

（广州软件学院，广东 广州 510990）

摘要：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提高政治素养，同时也能为学生德育水平的提升带来积极影响。因此，大学生应积极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来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达成贡献自身的力量。然而，大学生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还存在诸

多问题，如专业性不足、基本保障不足、评价体系不全、服务制度不全、全面性不高。本文立足于广州软件学院大学生通过在社区、乡

镇进行墙绘志愿服务，进一步探索劳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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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军，当代大学生不仅应弘扬符合新

时代发展的劳动精神，同时，还应积极投身于劳动并不断提高劳

动和创造性（全国教育大会，2018）。作为新形势下中国教育的

关键组部分，劳动教育能够对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建设者的精神面

貌，同时也能帮助其提升技能水平并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中

共中央 国务院，2020）。他们中有很多人是 90 后、00 后，高校

学生也不在少数。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当代大学生是否具

备正确的劳动观对于其成长为高素质劳动者进而报效国家、奉献

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显得尤为

重要。

一、劳动教育的新内涵及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在时代形势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国家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

标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教育与劳动之间的界限愈加

模糊。因此，只有深入挖掘教育与劳动在新时期下的本质和内涵，

并明确二者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才能够真正确保立德树人的教育

目标得以实现。

（一）新时代中学生劳动教育的内涵

根据当前的社会形势以及学生的身心规律，将劳动教育纳入

当代教育范畴，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育人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

通常可从以下四大角度来进行理解。

首先，劳动教育在地位上具有独立价值。如果仅将劳动教育

作为人才教育的工具和手段，则其只能为其他教育目标服务，因

此，无法与其他教育目标获得同等的地位。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

应深刻认识到劳动教育与其他教育有着同等的地位且有其自身独

特的内容、本质和内涵。

第二，劳动教育在目标上已超过静态知识。过去的教育活动

通常以知识的传输为主要目标，在此情况下，许多人将劳动教育

的目标解释为劳动知识的传输。但从根本上来看，在当前形势下，

劳动教育的价值和内涵远不止于此。劳动教育不仅包含相关的知

识，同时还涉及被教育者的技能、精神以及情感世界等。

第三，劳动教育在空间上超出校园范围。在受到地理环境、

教育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下，劳动教育的开展通常受到诸多限制，

在此背景下，实践教育的本质和内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真正体

现。对于学生来说，校外资源不仅能够帮助其拓宽思维，同时

也能有效提高起探究能力和创造水平。此外，校外空间具有独

特的丰富性和广阔性，在劳动教育活动的开展方面具有无可比

拟的优势。

第四，劳动教育在路径上更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体验。在开

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应确保受教育者能够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

与过去的青少年相比，新时期的青少年不论是学习经历还是生活

经历均有着显著差异，而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

年能够投身于生产劳动，在此背景下，青少年能够掌握的劳动技

能少之又少。

（二）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从劳动教育本身的目标、作用、地位等因素来看，社会实践

在劳动教育的开展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优势，造成这一

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教育与实践活动本身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

首先，实践活动能够对学校课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拓展。对

于大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实践活动不论是从内容上来看还是从形

式上来看均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一特征也为劳动教育的安排提

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实践活动能够有效突破劳动教育的限制和界限，学生

不仅能够通过实践来扩充理论知识，同时也能达到提高劳动素养

的目的。对于大学生而言，劳动素养的培养能够帮助其树立责任感，

同时也能达到磨炼自身意志的目的。

从上述分析来看，实践活动不仅在目标、内容以及形式上与

劳动教育高度契合，同时也能真正实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

的。在此背景下，如何立足于当前的课程目标以及社会形势来对

实践活动进行科学有效的规划和设计，并进一步明确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真正确保实践活动能够为劳动教

育的开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是我国教育体系改革过程中所需解决

的一项关键性任务。

二、通过墙绘社会实践探索劳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

社会实践基地功能的逐渐完善，为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必

要的渠道，同时也为劳动教育功能的发挥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一）坚持贯彻党建引领，完善社会实践架构

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广泛开展党建 + 艺术支教、党建 +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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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研、党建 + 乡村振兴、党建 + 特色墙绘等主题实践活动，共

有 1000 名注册志愿者参与了艺术支教、红色调研、乡村振兴、特

色墙绘等 10 个主题内容的志愿服务。

通过党建带团建，党团 + 志愿服务能够鼓励更多的在校学生

以更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劳动以及实践活动，在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新形势下的核心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爱

心意识和社会责任。他们利用美术专业特长，以新时代青年的良

好风貌将自身的梦想和发展与国家的进步相结合，以青春力量助

力乡村文化振兴。

（二）搭建活动平台，拓展志愿服务内涵

统筹“线上 + 线下”两块阵地，在“i 志愿”上进行志愿服务

项目管理和发布。发布服务项目，设置活动类型、时间长短、人

数限制、技术要求等，在平台上进行发布。志愿者看到后即可结

合自身实际“抢单”报名，报名人数达到名额自动终止报名。志

愿者进行现场签到、服务计时、活动上传、评价，平台管理员依

据活动情况来评定星级志愿者。同时，“线上 + 线下”有机结合，

以“线上”实时管理引领“线下”常态服务。

一是搭建“以艺惠民”平台

组织各类志愿服务分队，如垃圾分类、法律宣传、党建联盟

等深入竹三小学、街口社工服务站、社区、农村举行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讲活动 15 余场次，受教育群众 600 余人

次；为中小学生举办“漫绘禁毒”知识讲座 6 场次，发放法制宣

传材料 1000 多份，使 1200 多名学生受到教育。

二是搭建“以艺助残”平台

关爱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群体，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为

其带来情感关怀，特开展“助力脱贫攻坚，实施阳光关爱”志愿

服务项目，依托街口社工服务站、恒福社工共捐赠爱心学习包、

图书 150 套。走访空巢老人 20 户，送去基本的药品和食用油、大

米等生活物资 80 件。志愿者还利用雷锋月、志愿者日等节日活动

自发开展“自画像义卖”志愿服务活动 5 次，将筹集到的爱心捐

款 500 多元捐到贫困山区。

三是搭建“以艺促智”平台

每周定期会到街口对接负责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课业的辅

导活动，先后一直坚持开展了五年，参与人数达 3200 多人，累计

志愿时 12 万小时。“以艺促智”为留守儿童带来了温暖，带来了

快乐，带来了鼓舞，带来了希望；五年来，所有志愿者们兢兢业业，

不辞辛劳，大学生志愿者们给予了留守儿童们物质上的帮助和精

神上的抚慰，充分利用艺术元素来丰富儿童的生活，让更多的留

守儿童们健康成长。

四是搭建“以艺兴教”平台

将艺术专业课堂上所学，及时应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既是

对专业的提升和巩固，也是学思践悟的最好诠释。有效利用墙绘

载体，做到兴教“内”与“外”的互动。在教育形势发生显著变

化的今天，传统的教育活动在满足美术学生精神需求方面已力不

从心，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社会实践过程中，充分利用

墙绘作品的作用和优势来为学生创造积极、和谐的学习环境，为

学生带来全方位的视觉冲击，不断提高教育的专业性以及趣味性，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帮助学生真正感受到学以致用。让学

生在墙绘情境体验学习和思考。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劳动教育

三者结合得非常完美。

五是搭建“以艺育人”平台

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组织各类志愿服务分队为

惠州博罗县、木棉小学、旗杆中学等十多个村镇开展墙绘活动，

此类活动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为

农村风貌的改善带来了积极影响，充分发挥青年学子在文明建设

以及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和优势，充分利用艺术元素来帮助农

村居民提高精神水平，有效保障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参与志

愿者多达 3126 人，志愿时长累计达 15008 小时，墙绘总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

六是搭建“以艺启劳”平台

夯实组织基础是推动党建带团建+志愿服务工作的先决条件。

“艺术扶苗”志愿服务队通过巩固阵地、激励关怀等措施全面推

动队伍建设。一是注重党员志愿者培养。游戏系党支部注重党员

的教育培养，鼓励素质高、品德好、思想上进、年轻有为的志愿

者向组织积极靠拢。二是注重志愿队伍建设。游戏系党总支和游

戏系分团委致力于建设高质量的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吸收和培养

各方面的优秀人才，目前已吸收和培养支教、墙绘、宣传活动等

各方面的人才 40 余名。

劳动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单单通过学校社会实践

教育的主渠道是难以完成对青少年劳动教育的。为此，必须将多

年来社会实践积累下来的经验、基地、人资转化为劳动教育的理

论性成果。劳动教育中涉及的学校劳动理论教育、家庭劳动实践

教育、社会劳动实践教育三者缺一不可。要尝试探索三者融合后

形成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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