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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劳动实践教育现状研究及分析
——以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为例

蔡新宇　李晋如　周明晔
（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　要】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是培育学生养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在大学中开展劳

动实践教育，更能让大学生立足当下、动手实践，在实践中探索真理，提升自己。然而，通过对高校各年级学生群体开展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较弱，劳动观念较差，主动参与劳动意识淡薄。这主要归因于劳动态度消极、

劳动习惯较差、劳动价值功利化以及劳动定位混乱等。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结合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实际，

提出拓宽社会劳动教育渠道、将劳动教育带入第二课堂、强化家庭劳动教育基础和发挥学生自主劳动教育等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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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 [1]，“劳动教育”，使学生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主要内容之一 [2]。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劳动实践教育，能更

加有效地教育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引导大学生立

足当下、动手实践，在实践中探索真理，提升自己。要在学

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

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

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3]。国务

院在 2020 年 3 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把劳动教育纳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4]。由此可见，在大学校园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实

践教育，既是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思政育人举措，同样

也是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是高等教育实现高水

平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与主要渠道 [5]。当前全国各高校都在

陆续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劳动实践教育活动，但是实践育人的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本身的劳动

观念较差以及主动参与劳动的意识淡薄。因此，聚焦当前大

学生劳动观及劳动实践参与情况的现状，深入挖掘出存在的

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及劳动实践参与情况现状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高校学生的劳动观以及劳动实践参

与情况，本课题开展了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及劳动实践参与情

况现状问卷调查。

1.1 调查方法和调查对象

课题组制定了“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及劳动实践参与情况

现状”调查问卷，问卷按照测量研究的范式，通过大学生自

评的方式，从个人劳动情况、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存在的主要

问题、如何解决大学生劳动观问题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影响

大学生劳动实践的因素和解决大学生劳动观问题的方法。

1.2 信度和效度检验

1.2.1 信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 Cronbach's alpha 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结果见表 1。由此可见该问卷的可信度较高，问卷通过了信

度检验。

1.2.2 效度检验

测量量表包括个人劳动情况、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存在的

主要问题两个构建维度，结果见表 2，结果证明其效度较高，

具有良好的准则标准。同时，Bartlett 球形检验均为显著，

说明本研究所用的问卷效度较高，适合做因子分析。

1.3 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25.0 软件对学生劳动实践存在的主要

问题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假设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价

值、劳动定位与劳动实践成绩成正相关。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结果详见表 3。

2 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及劳动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劳动实践教育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能树立品德、增强

智慧、培育美德，具有良好的综合育人价值。但是通过上述

的调查和分析，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的自主劳动观念较差，

劳动实践参与情况不容乐观，劳动实践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

2.1 劳动态度消极，缺乏主动劳动意识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 00 后，普遍都在父母的悉心照

料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缺乏劳动观念和

劳动实践。对于学校和学院布置的劳动实践活动，完成起来

总是马马虎虎，应付了事。这种消极的劳动态度，同样会对

学生们的学习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导致学业荒废、挂科留

级等严重后果。

表 1 信度检验结果

项数 克朗巴哈系数 标准化克朗巴哈系数

个人劳动情况 2 0.707 0.710

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0.826 0.832

总量表 13 0.848 0.855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项数 KMO 值 Bartlett 显著性

个人劳动情况 2 0.633 0.710

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0.881 0.000

总量表 13 0.89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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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劳动习惯较差，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受时代背景影响，现在的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以

不耽误孩子学习为借口，不让孩子帮忙打扫卫生、洗碗、洗

衣服等，因此，很多学生从小就没有养成好的劳动习惯。进

入大学后，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习惯导致他们没有主动去打扫

卫生的劳动意识，寝室、实验室环境脏乱差也逐渐成为了大

学校园中的常态。

2.3 劳动价值功利，缺乏公益服务理念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逐

渐的偏向物质和功利，看待劳动价值也越来越偏向功利化，

劳动的同时也期盼着等价的甚至更高的回报。如果某一项劳

动没有报酬或是回报，他们就不愿意认真执行，或是执行效

率特别低，普遍缺乏公益服务的意识和奉献精神。

2.4 劳动定位混乱，缺乏集体荣誉观念

前面已经讨论过，现在的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这些孩

子从小被父母老人过分宠爱，娇生惯养。在这种优越环境下

长大的孩子，多数人身上都会存在以自我为中心、不与他人

分享、不顾及他人感受、不与他人合作等性格。性格呈现自

负、傲慢、重视个人利益等，内心也是容易出现嫉妒、畏惧、

猜疑等，在集体生活的环境下，自我表现欲强，并忽略他人

的付出和存在，往往缺乏集体荣誉感、责任感。

3 高校开展劳动实践教育的路径探究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出现上

述问题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以及

个体因素四方面共同造成的。社会环境功利物质、互相攀比、

铺张浪费；学校环境重视理论、重视科研、劳动教育手段单

一、意识缺乏；家庭环境过分溺爱、重视学业忽略劳动；导

致个人逐渐养成自私自利、缺乏自主劳动意识、以自我为中

心等不良习惯。笔者结合哈尔滨工程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劳动

实践教育经验，给出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大学生劳动观问题的

几点可行建议。

3.1 以校企合作、社会实践基地，拓宽社会劳动教育的

渠道

结合我院学生工作实际，过去一年中，我院先后与甲骨

文、学而思、星火教育等教育培训机构签订共建协议，与

上海 716 研究所、中电十所等研究所达成共建意向，共输送

300 余人次学生到共建企业的各岗位实习实践。将理论知识

运用到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动手实践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同样也能增强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就业优势。

去年我院本硕毕业年级学生就业率均达到了 95%，这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实习实践经历以及学习到的动手实践能

力。另一方面，学院团委与木兰县团委、哈军工纪念馆签订

了共建协议，鼓励学院学生志愿服务的同时，让更多的数学

学院学生走出去、下基层，这样既锻炼了他们的劳动能力，

还让他们在劳动中感受到自己的劳动价值，培养他们养成了

劳动的公益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

3.2 以家务劳动、感恩回馈父母，强化家庭劳动教育的

基础

家庭对于孩子能否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作用非凡。学院开

展了“宅家”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是感恩回馈父母，让学生

们在家中为父母分担家务。学生们独立完成劳动任务，体验

劳动带来的乐趣的同时，更加增进了与父母之间的感情，还

加强了学生的感恩意识。学院一名 2017 级本科生因为参加

此活动，与常年缺乏沟通的父亲关系增进了很多，可以说通

过劳动实践架起了父母与孩子间沟通的桥梁。

3.3 以观念教育、行为教育，发挥学生自主劳动教育的

优势

无论是社会、学校还是家庭，对于学生的正确劳动观形

成都只能是引导和影响。哈工程数学学院通过辅导员进寝室，

通过行为引导，看到学生寝室卫生情况较差，主动帮助学生

整理寝室，通过一学期的努力，现在学院学生已经能够主动

定期整理寝室，并养成了保持寝室卫生的好习惯。教育引导

学生自身领悟与自觉行动，在充分认识到劳动观教育的重要

性和充分理解劳动观的概念的情况下，真正的将劳动观念内

化于心、将劳动行为外化于行，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劳动观教

育的自觉性。

总之，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是无法一

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系统的去坚持完成。高校在开展劳

动实践教育的同时，要重点考虑它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特

性，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劳动实践

教育方案，教育引导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道理，将他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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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Beta T（P） Beta T（P） Beta T（P） Beta T（P）

劳动态度 0.550 11.438（0.000） 0.426 7.027（0.000） 0.379 5.688（0.000） 0.363 5.352（0.000）

劳动习惯 0.200 3.299（0.001） 0.163 2.530（0.000） 0.151 2.333（0.020）

劳动价值 0.109 1.664（0.007） 0.090 1.342（0.000）

劳动定位 0.074 1.305（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