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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浅析 
——以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例 

张琼方 

（江西理工大大学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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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后，全国各大高校开设了劳动教育课程，在新
时代背景下探索高校劳动教育育人途径与效能。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结合当今时代学生的代际特点，创新融入校区管理特色、
学院专业特色，以理论与实践为两条主线，以因地制宜、特色融合为价值导向，从学生学习、生活等日常切入，浅析劳动育人成效
与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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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力与劳心双向引领——劳动教育指导思想 
（一）劳动教育的依据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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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0 日) 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

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1]劳动教育基本内涵在于其

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

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2]因此，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地，开展劳动教育是必要且重要的。如此，在大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加强劳动教育，培养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成才观，

引导大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树立劳动观念，增长

劳动知识，提升劳动技能，方能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继而培

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劳动教育的形式与分类 

一般的人类劳动由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按照不同

的比例关系组合而成。体力劳动是指以人体肌肉与骨骼的劳动为

主，以大脑和其他生理系统的劳动为辅的人类劳动。[3]6 脑力劳动

是指以大脑神经系统的劳动为主，以其他生理系统的劳动为辅的人

类劳动...其特征在于劳动者在生产中运用的是智力、科学文化知识

和生产技能，故称为“智力劳动”。[4]7 因此，即使两者在概念表述

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叠，但从其一般意义而言，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仍能做出区分。同时，由于考虑到社会大众，尤其是新时

代大学生，他们作为劳动教育的主体关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

在其内涵外延上的泛化理解，以及两类劳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落实

效力，可以说，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已足够涵盖当代大学生的劳动

形态并可充分发挥效用，因此，暂不引入生理力劳动分类形态，而

是从宏观层面牢牢把握劳动的“体力”、“脑力”形态，并将其作为

高校育人的重要途径。 

（三）劳动教育指导思想 

基于 00 后学生的代际特点，如追随智能化、乐于享受、被父

母过度保护、缺乏实践锻炼等，经济管理学院深入贯彻落实高校在

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精神，以“劳力”与“劳心”双向引领作为

开展劳动教育的指导思想。学院紧密结合校区实际情况与管理特色

以及学生的日常管理规范，以《新时代劳动教育 理论与实践》课

程教材为基础，首先，深入讲解理论知识；其次，积极开展劳动实

践，就体力劳动方面，牢牢把握线下阵地，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念融入到学生的思政教育

与日常生活之中，逐步建立劳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就脑力劳动方

面，一是依托专业建设特色，二是聚焦特色培养，推动劳动教育与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 

二、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劳动教育开展概况 
（一）劳动教育课程设置 

经济管理学院在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上设劳动教育（一）、劳动

教育（二）、劳动教育（三）、劳动教育（四）四门课程，各计 0.5

学分。劳动教育实行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并突出实践效能，

以实践教育为主；课堂教育与课余劳动相结合，以课余劳动为主；

个别劳动和集体劳动相结合，以集体劳动为主。学院秉持理论与实

践齐头并进的指导方针开展劳动教育，劳动教育包括劳动观念教

育、岗位锻炼、公益劳动、社会实践四个方面。具体而言，每个学

期安排 2 个学时的劳动观念教育以及 10 余次劳动实践。 

（二）劳动理论教育——理论为先基础为实 

习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提及，

科学理论是我们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因此，在开展劳动

教育层面，理论先行与基础指导占据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任课老

师依托教学班级开展了劳动理论教育，分六大章节帮助学生理清劳

动教育概念与内涵、廓清劳动教育发展历程，继而培养新时代大学

生劳动价值观，结合新时代发展背景，在学生中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并推动劳动向创新性创造性转化，增强学生对

劳动的情感认同、理性认知和实践自觉，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劳动实践教育——双维整合专业赋能 

实践出真知，离开了实践，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离开了实践，理论就成了自说自话的空洞说教。因此，在充分汲取

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就体力劳动方面，制定劳动实践方案，实现宏

观与微观双维整合，以一周一次为单位，组织学生深入开展寝室内

务整理活动，。具体而言，宏观层面包含寝室墙面地面卫生、卫生

间死角、空调清理等；微观层面包含内部空间规划、公共物品放置、

个人物品整理等，实现了学干引领、全员覆盖、全员参与，充分调

动了学生主观积极性，引导学生新生树立规范意识、养成良好生活

习惯。同时，积极倡导寝室建设，引导学生将思政元素融入寝室布

置与寝室文化之中，切实将思政教育融入劳动教育中，将劳动教育

融入日常生活中，从而实现思创融合。就脑力劳动方面，一是通过

组织学生学习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撰写专业学习计划、个人发展

规划，并围绕该主题开展头脑风暴进行分享与探讨，集思广益交流

碰撞，激发多元思维方式，拓展眼界与视野，形成了较为专业、指

导性强的主题论文，脑力劳动成果丰硕。二是聚焦特色引领，突显

创新育人，结合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特色，特别邀请专业老师开展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普及性、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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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创造、创新性劳动，实现劳动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相互融合，赋能显著。 

三、日常切入与价值导向——劳动教育经验荟萃 
因地制宜、特色融合是经济管理学院开展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

导向，同时，这一导向也在最大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教育向实际转化

的效能。 

（一）因地制宜日常切入，落实劳动育人常态化 

就劳动理论教育层面，开设《新时代劳动教育》理论课程，深

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将其作为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指南针，

推动其入脑入心。就劳动实践层面而言，在体力劳动中，基于牢筑

学生安全底线、校区严格出入的实际情况，任课老师深入贯彻落实

这一管理方针，将学生劳动实践场地向内转，转至学生日常生活的

寝室当中，依托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定期进行内务整理、定期进行

检查、整改落实。同时，依托线下阵地，积极建设寝室思政文化，

寝室布置及物品陈列中涌现了诸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

素，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围。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双管齐下，两育

并举推动劳动育人制度化、常态化，促成高校劳动教育规范化、日

常化。 

（二）专业特色价值导向，推动劳动育人创新化 

在脑力劳动中，围绕专业特色，一是紧密结合学院学生实际需

求，依托集体性的头脑风暴方式撰写学习计划、个人规划，引导学

生在正常融洽和不受限制的环境气氛中以会议的方式进行讨论、打

破常规、积极思考、充分发表看法，从而汇聚会议中不同人的观点，

从中产生新的创意；二是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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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高等学校要注重

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专业服务、社

会实践、勤工助学等，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应用，

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增强诚实劳动意识，积累职业经验，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树立正确择业观”[5]的内容要求，学院牢牢把

握高校人才培养这一着力点，开展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

意及创业”挑战赛主题讲座，集聚不同案例，讲解赛事要求，激发

学生兴趣与潜能，培养创新意识、创意思维、创业能力以及团队协

同实战精神，推动劳动教育有效嵌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四、单一与创造性缺失——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形式内容单一——劳动教育不足之处 

就形式而言，囿于学生管理规定及场地限制，劳动教育实践仍

停留在内部空间，拓展性延伸性不足，缺乏深入实践体验与经验历

练。就内容而言，一是劳动教育仅聚焦于迁移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

情境，未能深入到公共场所；二是未能深入抓实抓细高校劳动教育

规范化的受力点，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不规范，呈现出摸着石

头过河的教育现象，劳动教育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三是未能突出

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的契合度，与外界脱节，缺乏身体力行的社会

实践，未能推动高校劳动教育协同育人格局的构建与完善，导致劳

动教育陷入匮乏困境，劳动育人实效亟待提升。 

（二）创造性缺失——劳动教育症结所在 

高校劳动教育呈现出“老一套”局面，如清洁校园、打扫卫生，

并未突显出高校开展劳动教育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异质面向，也未

能落实高校关于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

有机结合不够紧密，高校劳动教育的政治站位亟待提高。根据《新

时代劳动教育 理论与实践》一书，劳动具有创造性特征，劳动具

有自觉意识和能动性，是具有目的的活动，只有能够创造出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性活动，才能称之为劳动。[6]5 

五、贴合实际与智性转化——劳动教育实现的路径 

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育人阵地，作为劳动教育的育人基地，需

要积极探索劳动教育的实现与开展路径，需要充分与思想政治教育

相融合，做到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关照学生，把握育人导向，遵

循教育规律，体现时代特征。 

（一）贴合实际——凸显学生主体性 

当今大学生，尤其是 00 后学生，由于时代的进步、代际的差

别，其涌现出与 80、90 后不同的诸多特质，更加独立、个性、多

元化，更具有批判性思维，更加自我，更加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看

待世界、看待身边的事物。因此，劳动教务作为一种育人教育，作

为一种教学活动，需要正确认识受教群体的学情，充分凸显学生的

主体性。高校需紧密贴合学生实际，深入了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事

物，深度体察大学生普遍缺乏的观念品质，实现劳动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的融合共生。在理论课程上，不能仅停留在普泛性地“劳动

教育”理论宣讲，而是要依托高校育人阵地，把握学生成长规律，

有针对性地根据地大学生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等，因地制宜，真

正开展“大学生”的劳动教育，从而使不同学生群体的劳动教育得

以区分出来，进一步凸显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在实践

课程上，要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实践中，而不是局限

于学生的生活日常劳动中，更要避免将家庭所能开展的劳动教育过

度迁移到高校中，从而进一步彰显高校劳动教育育人的重要意义。 

（二）智性转化——发挥学生能动性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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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后，高校开始了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探索之路，新兴

事物的发展道路自然充满曲折，高校劳动教育“市场”上也呈现出

“劳动”而非“劳动教育”的局面。因此，劳动教育亟待向智性转

化，深度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培养学生从劳

动中升华的思考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精神，使劳动本身在“辛

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底色上增添“创造性劳动”的亮色，最终

实现“创造性劳动”的旨归。智性是指人类的思考能力，在理论课

程上，需要激活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学生真正理解“劳动教育”的

内涵，从而真正把握其实质，并在此基础上迸发出关于“劳动”的

新活力。在实践课程上，注重课程内容的多元化，横向上积极拓展

校内、校外两大育人空间，引导学生认识世界，激活不同空间育人

的内生动力。纵向上深度拓展实习实训基地，创新利用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开展劳动实践，培养学生从单纯的“劳动”转向智性的“实

践”。与此同时，还应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以提升新时代人才

所需的创新创业精神与素养，实现两者趋于“智性”的协同发展。 

六、结语 
新时代新发展，高校在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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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不仅需要把握新时代

背景下开展劳动教育的共性，更需要结合学校特色，围绕学生主体，

突出劳动教育的个性与多元化，以特色靶向为依托，全面提升劳动

教育的育人效能。综观高校劳动教育开展情况，其呈现新态势的同

时，面临形式内容单一、创造性缺失等问题。因此，高校探索劳动

教育育人路径任重而道远，需要深度把握劳动教育主体、对象，进

一步凸显学生主体性、发挥学生能动性，强化综合实施，坚持因地

制宜，形成协同育人格局，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全面提升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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