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52020 年第 2 卷第 3 期 理论热点

把握中职特征，促进劳动教育
王艺华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劳动的价值，歌颂劳动者的光荣与伟大。劳动教育既是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也是

个人发展的价值引领。中职学校作为培养一线劳动者的主阵地，必须首先明确自身劳动教育有异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显著特征，才能在新

时代有效地研究与开展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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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作为培养社会生产、服务技术应用型一线人才的重

要阵地，加强劳动教育，是中职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

更是中职学子实现人生出彩的光荣路径。与中小学相比，中职学

校的劳动教育具有以下特征：

一、技术性

劳动教育通常括观念、态度、习惯、情感、知识、技能、思

维（创新和创造能力）7 个方面的劳动素养。中小学开展劳动教

育旨在培育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拥有积极的劳动心态、

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体会劳动的荣誉感和艰辛情感等。中职学

校开展劳动教育除了培养学生这些劳动素养以外，更要体现劳动

的技术性。在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培养学生对技术工具

的使用和对技术流程的实践，让学生在劳动中掌握技术伦理，获

得技术美感，拥有工匠精神。注重学生劳动价值产生的生产力，

也就是劳动技能所产生的工作生产能力与货币价值，充分发挥劳

动技术的教育意义。劳动教育的技术性是中职学校劳动教育的要

求，更是中职学校劳动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二、职业性

中职学生毕业以后基本会马上走上工作岗位，所以中职的劳

动教育要体现职业性。一是劳动教育与行业职业实际结合。根据

不同专业的行业背景进行教学方案的制定、教学内容的整理以及

教学途径的选择，理清从专业到行业再到职业的联系，避免进行

脱离实际的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二是劳动教育要符合用人单位

实际。中职学校必须邀请企业人员从企业工作岗位的角度对劳动

教育课程的内容、标准、机制等建言献策，充分体现企业的用工

诉求，保证不同专业学生的劳动具有职业契合感，使得培养人才

更符合岗位需求。

三、多样性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产业的创新，新思潮、新技术、

新模式层出不穷，已有的劳动形态也在不断的更新发展，劳动教育

模式和内容也在随着产业变更而变更。因此，中职学校的劳动教育

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顺应时代发展。劳动教育内容方面：通

过维护校园环境、勤工俭学培养学生自理自立的生活能力；通过刻

苦学习、用心钻研培养把知识化为智慧的发展能力；通过社会实践、

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培养服务社会的贡献能力。在教育形式方面：

应该不再只拘泥于打扫卫生、技能训练、专业实训，创新创业、义

务劳动，志愿者服务等劳动教育活动，比如像电子商务专业的网络

客服实习实训等脑力劳动、服务型劳动都可以作为劳动教育的载体。

四、实践性

中职学校的劳动教育活动必须具象，具有实践操作性与实践

运用性。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实践性。

（一）专业实训实践

中职学校需要根据不同的专业的特点和性质开展相关实训，

以电子商务的专业实训为例，学校可与企业共建实训平台，引进

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设置相关工作岗位模拟演练，授课教师协

同企业培训人员进行教学。学生依次完成实战任务演练，让学生

真实地体验劳动成果带来的满足感，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素

养得到提升，切实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

（二）创新创业实践

专业实践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勤思考，多创新，可以以黄炎培

创业大赛为依托，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帮助学生把创新想法变为

创业实践。学校也可以提供一些校园创业店铺，学校只对店铺的

日常经营进行监督管理，学生自愿申请、自主经营。通过店铺经营，

学生可以学以致用，了解创业的基本能力和规范，并养成诚实守信、

安全合法的职业道德和劳动操守，真正体验劳动的价值。

五、时代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新时代呼吁新的劳动素养，这就

要求中职学校在培养人才与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思

维与步伐，培养智能化的劳动者。智能化在减轻学生劳动强度的

同时，却强化了学生的惰性和对现代技术的依赖，使得学生注意

力不断被杂乱无章的信息所干扰，也就要求学校要更加注重培养

学生勤奋的精神和坚韧的学习态度的培养，家教师要引导学生掌

握专业知识结构，理解其内核，灵活使用计算机软件，恰如其分

地运用信息技术，排除不良信息，合理认知和使用人工智能，认

识到新时代的劳动者必须具有辛勤付出、诚实作为、合作共享、

协同创新的劳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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