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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探索 
李华棋 

（泰国格乐大学） 

摘要：时代发展的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需要做出相应优化，提高思政教育工作质量，强化学生的思政素养。在此过程中，

为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健康的成长，学校应重视将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从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角度出发，为高校

思政教育改革提供导向。本文针对高校实施劳动教育的现实意义与当前大学生劳动素养现状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教育融合策略，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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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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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be optimized accordingl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In this proces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school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bin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id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labor concepts，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abor literacy，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education integration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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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互联网平台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群

体获取信息以及休闲娱乐的路径与资源增多，这就导致学生在日常

生活、学习中不免接收到一些不良信息，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带来

消极影响，阻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顺利推进。针对这一情况，高

校应重视构建全新的思政教育生态，将劳动教育视为思政教育改革

的重要导向，并提出适合当前学生成长、发展的教育体系，为高校

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助力。 

一、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引导大学生建立积极的思想观念 

借助高质量的劳动教育工作，能够有效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帮助当代大学生建立正确、积极的劳动

思想观念。现阶段，受到多元文化、大量外来信息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受阻，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严重

制约我国高校学生的后续成长与发展。高校全面建设思政教育，并

将劳动教育与其结合，不仅有助于推动高校劳动教育工作的顺利实

施，还能实现对思政教育元素的深入渗透，为学生构建出优质的劳

动教育、思政教育环境，转变当前大学生存在的错误认知与思想，

引导学生做到“以劳动为荣”，进而积极投身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建设工作当中，以此增强高校学生的精神面貌。 

（二）弥补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缺失 

现阶段，大部分高校教学改革工作的侧重点都是对教育质量的

提升，强调对教学模式的优化与完善，虽大力推进思政教育改革工

作，但劳动教育的质量一直难以有效提升，致使教学改革工作未能

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劳动教育缺失或教育效果不佳的问题。由于大学

生自身劳动意识不佳，因此，部分大学生存在就业受阻问题，其根

本原因在于大学生对自身的实际情况了解程度不足，出现好高骛远、

眼高手低等情况[1]。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相关文献资料的了解，导致上述问题

的主要因素，在于高校未能意识到劳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忽视对

学生劳动观念的引导，致使部分学生难以从正确的价值观念角度出

发，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价，长此以往，只会让高校陷入恶性循环的

状态，不利于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高效开展。针对这一情况，将劳

动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服务意识，提高学

生的基本劳动意愿，让大学生正确理解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使其

主动参与到社会劳动实践活动当中。 

（三）实现劳动元素在思政教育中的渗透 

在思政教育工作中突出劳动教育元素，能够从培养大学生劳动

意识的角度出发，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文化素养，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与能力。与此同时，教师在落实相关教育教学工作的

过程中，可以推进高校教学改革工作的落实。将劳动教育与思政教

育结合，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对劳动素养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掌握劳

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继而在充分彰显劳动教育本质的基

础上，实现教师教学思维和教学观念的转变，引导教师能够以积极、

正向的态度面对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之间的结合。从某种角度上来

说，劳动教育元素与思政教育元素的结合，能够提高大学生教育教

学工作的同时，促进教师积极转变教学思维，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

帮助教师在教学实践期间，体现出劳动教育的功效和价值。 

总而言之，将劳动元素和思政教育工作有机结合，是推动劳动

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的 佳路径，也是实现高

校思政教育全面优化的教育渗透渠道，有助于增强高校大学生的劳

动认知，强化授课教师的劳动教育能力。 

二、当前大学生劳动素养现状 
（一）高校学生劳动意识浅薄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由于我国对劳动教育

的忽视，导致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素质存在偏差，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生本身的判断能力和思辨能力。除此之外，学

校和家长长期秉持应试教育理念，忽视对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致

使大学生缺乏劳动能力，不愿主动参与到劳动活动当中。再加上现

如今市场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升，成长在经济条件相

对更好的家庭环境中的学生普遍拥有一定优越感，获得的关爱与照

顾更多，导致这部分学生中出现一些秉持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理念

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学生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还为高校思政教育与

劳动教育工作带来一定阻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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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学生在校期间往往更加重视专业成绩，再加上部分

高校缺少劳动教育的实践的场所和平台，缺少劳动教育的时长，因

此，学生难以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获得真实的快乐也无法深刻感

知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大学生主体缺乏劳动意识，致使其缺少奋斗、

奉献、无私等精神，因此，无法对劳动教育与劳动实践做出客观、

公正的评价，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自然也无法形成。 

（二）高校学生劳动认知片面 

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大部分高校学生存在劳动认知片面的

问题，忽视劳动自身存在的双重属性，简单的认为劳动只是简单的

劳作、工作，未能理解到劳动的本质所在。部分学生则认为脑力劳

动的价值要远大于体力劳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社会地位相对较

低，且经济收入较少。部分学生则认为，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

而劳动追求的 终目标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实际上，上述两种

思想对劳动的理解都极为表面和肤浅，对劳动认知的模糊直接影响

着学生自身信念和价值观念的建立。显然，这些不正确的认知与劳

动的本质相违背，与劳动教育的初心使命不符。 

（三）高校学生劳动取向功利 

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建

立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日新月异，“网红”“主播”等

词汇频繁出现在大学生的视野当中，阻碍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

还会影响到高校学生的就业方向。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当

前高校学生对“网红”这个词汇充满着向往，甚至部分学生认为成

为“网红”会为自己带来极大的优越感，能够满足学生对职业的期

望。换个角度来说，低成本、低收入、高体力的工作已经难以吸引

高校学生，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出大学生群体对劳动认知的功利化趋

势。 

三、高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实施策略 
（一）构建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融合发展生态 

想要保障开展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深度结合劳动教育元素，需要

高校方面构建出适合这种教育模式发展的教育体系，完善相应的教

学安排，力求加强高校学生对劳动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强化思政

教育与劳动教育结合的有效性。随着相关教学工作的持续推进，思

政教育与劳动教育之间应实现教育资源的互换与互通，丰富两者的

教学内容，转变传统思政教育遗留下的枯燥的教学环境，让高校劳

动教育教学工作在校园环境中实现渗透，以此强化高校学生对劳动

教育的认知和理解。此外，高校还需重视对教学环境、教学生态的

构建，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到劳动教育当中，强化学生的劳动意识，

为后续教育教学工作打下基础[3]。 

（二）实施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的一体化联动 

开展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的一体化结合，落实教学工作的联动

机制构建，有助于打破传统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之间的壁垒，便于

实现两者的融合发展，从而在根本上保障思政教育体系中劳动教育

元素的融入。在此过程中，将劳动教育视为着手点，能够改变以往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被动局面，丰富思政教育工作的实践教学形式，

此外，借助思政教育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的影响力，能够提高劳动教

育在实际教学环节的融合、渗透效果。为保障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

工作的有机结合，高校方面应重视完善当前的思政教育架构，将部

分思政精神指导工作与劳动意识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学习思政内

容的过程中，理解劳动教育的价值所在，鼓励学生对劳动教育进行

深度探索。这样一来，学生学习劳动教育的积极性得以激发，充分

弥补传统教学模式不足之处的同时，为高校的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

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进而保障相关教育教学工作实现长远、可持续

发展。 

（三）增强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双向教学工作 

实施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工作，是提升高校学生主动参与劳动教

育与思政教育的重要路径。劳动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受到以往教学思维和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对相

关教学工作的接受度、认同度相对较低，并且思政教育也存在类似

问题，面临着学生学习动力不强、教学质量难以有效提升的困境。

针对这一情况，高校方面应重视对实践教学资源的探究，加强实践

教学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引导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感受到多样

化的劳动教育资源与思政教育资源，并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形成

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这对于学生后续成长、发展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比如，高校可以借助实践教学工作培养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兴

趣，拉近劳动教育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将劳动教育视为导向，为思

政教育创新改革工作提供全新的切入点，增强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

之间的适配度与契合度，促进两种教育工作能够从教学内容、教学

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两

种教学工作的优势，继而为后续教学实践工作的全面落实提供助益
[4]。 

（四）增强劳动教育在思政教学环节的影响力 

在高校教学体系中，将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工作相结合，不仅

要考虑到后续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性和发展布局，还要深入分析两

项教育工作相结合背景下，对教学资源的整合，并在此过程中，关

注到劳动教育在思政教学环节体现出的影响力，进而保障劳动教育

能够真正进入学生的视野，真实的影响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多个方

面，让劳动教育切实成为高校学生学习体系的一部分，以此强化高

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与效果。 

比如，开展思政实践教学活动期间，授课教师可以将“劳动”

定为教学活动的主题，再结合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针对性

更强的教学规划。教师组织学生参与到社会志愿服务或社会劳动活

动当中，引导学生积极吸收其中蕴含的劳动教育元素，一方面加强

学生对劳动教育的理解，推动高校思政教育的改革工作；另一方面

促进高校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实现资源、教学形式等方面的优势互

补，进而弥补两者实施单独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细节性不足等问题，

进而推动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之间的结合。 

（五）完善思政教育融合劳动教育的教育体系 

实际上，简单推动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相融合的实践教学工作，

难以实现融合工作的底层构建，因此，补充教学资源、完善教学模

式的过程中，高校还需要重视对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与构建，尝试

将劳动教育融合效果、质量等方面加入思政教育评价体系当中。 

高校可以针对思政教育考核评价的内容进行完善，在其中加入

劳动教育工作的实际评价数据，这样便于教师及时掌握当前教学工

作存在的不足之处，加强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整体掌握，并为教学改

革工作提供发展动力，强化思政教育考核反馈能力，让劳动教育借

助思政教育，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教学改革工作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重视劳动

教育与思政教育工作的融合，有助于推进思政教育的持续发展，保

障思政教育改革工作的有效落实。此外，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

中，其劳动意识与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对于高校学生的长远发展，

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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