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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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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是人类的起源，将劳动教育贯穿于高校育人工作中无疑是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曾几何时，劳动人民最
光荣是国人的共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越来越好，劳动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应肩负
起劳动教育重任，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促使学生在劳动中体验快乐、学会奉献。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
意义，其次浅谈现阶段部分高校劳动教育现状，最后详细论述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以期促进劳动教育符合学生成长需求，
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为社会输出实践性人才的远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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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bor is the origin of human beings，the labor education through the work of college education is undoubtedly 

the fundamental power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nce upon a time，the most glorious working people 

is the consensus of the Chinese people，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the economy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labor has gradually faded out of people's vision. As the main base for training talent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labor education，cultivate students' labor spirit，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happiness and learn dedication in labor.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r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then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 detail，in order to 

promote labor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growth，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and to achieve 

the ambitious goal of exporting practical talents fo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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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劳动教育是五育中的一部分，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是现

阶段国家教育部门较为重视的教育内容。但是现阶段部分高校劳动
教育差强人意，改革是必然现象。劳动教育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劳
动，进而在劳动中崇尚与敬仰劳动人民，并在劳动中逐步养成艰苦
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 

一、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劳动教育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实践育人又可以划分为脑

力劳动活动与体力劳动活动，而体力劳动正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
潜在动力。学生在参与实践劳动过程中，还能随着劳动提升自身的
劳动意识，明确劳动对于自身成长的重要性。对于新时代大学生而
言，体力劳动机会较少，多以脑力劳动为主，如看书、学习等等，
长此以往学生会出现脑力疲劳的现象[1]。而体力劳动可以有效缓解学
生的脑疲劳，如放松眼睛、净化心灵等等。学生在体力劳动过程中，
不仅可以提高自身身体素质，还能在劳动过程中磨练吃苦耐劳的顽
强意志。 

（二）培养学生良好品质 
素质教育背景下，高校培养人才应围绕专业知识、实践技能、

道德品质等方面，尽可能确保人才的综合性。随着社会对于人才的
要求越来越高，各大高校在育人工作中不断完善与改进，力求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劳动教育正是培养学生良好品质的重要环节，开发
劳动教育价值是现阶段全体高校亟须演技的课题。具体来讲，劳动
教育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现阶段，功利主义的到来导致部
分学生轻视体力劳动，劳动观或于教育本质出现偏离。为避免这一
现状持续恶化，高校应加强劳动教育，端正学生劳动态度，树立其
劳动意识，培养其良好品质。 

（三）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统一 
人与社会发展统一是高校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促使学生在服

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正是人与社会发展统一
的核心基础。而劳动教育正是促进这一目标落实的重要环节，具体

来讲，高校通过劳动教育可以使得学生的自我价值以及自我意志实
现自由，从而在劳动中全面发展自己，使自身与社会统一协调[2]。社
会是人才发展的平台，人才的发展同时又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二者本就紧密关联，而劳动教育正是促进了人与社会发展统一，其
教育意义显著，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极强的辅助力。 

二、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就需要对于

现阶段高校劳动教育现状展开分析，只有立足于现状改善劳动教育
空间，才能促进学生在劳动中稳步提升，实现劳动教育意义。故此，
笔者对于本市三所高校展开了调研，在教师与学生的信息反馈中，
发现了两方面重合度较高的问题。问题不具备普遍性与针对性，仅
以研究对策为主。 

（一）对大学生劳动教育认知存在误区 
近年来，高校在劳动教育方面投入了较大的研究力度，然而在

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劳动教育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果。关于高校在劳
动教育方面存在的认知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实践教育与劳动教育出现混淆的现象。高校为了培养学
生的实践技能，在教学中通常会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促使学生在
产学研一体化教育中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这一教育过程虽然属于
劳动教育范畴，但是教育理念与劳动教育背道而驰[3]。产学研一体化、
实践活动等主要是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
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学生的谋生能力，与劳动教育的本
质相悖。如此一来，学生会将劳动与工作相互挂钩，其劳动价值观
也会出现偏差。 

第二，对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认知不足。部分高校在劳动教育
实践活动方面，功利性色彩较浓，如将劳动教育与经济挂钩，导致
学生理解出现误区，认为劳动必须是等价交换，或将其视为谋求利
益的一种手段。这一思想虽然不能否定，但是在教育期间这样的劳
动意识会导致学生出现好逸恶劳的情况，不利于其综合素质的培养。
劳动不仅可以创造物质财富，还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部分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认知存在的误区改



教育研究 

 297

变了学生自愿劳动的心理，不利于学生服务意识、奉献意识的提升。 
第三，大学生自身缺乏足够的劳动认知。从笔者的调研结果分

析，大部分学生对于劳动教育缺乏足够的认知，部分学生或认为劳
动教育对于自身发展意义不大。学生是劳动教育中的主要对象，一
旦出现学生不认可劳动的情况，大学生劳动教育或出现举步维艰的
情况。而在调研中发现，其中少部分学生对于劳动教育处于漠视状
态，这或从本质上降低了大学生劳动教育实效性。因此高校在劳动
教育过程中，应尝试改善学生的劳动态度，培养其劳动意识，为劳
动教育的有效进行夯实基础。 

（二）缺乏完备的大学生劳动教育体系 
劳动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守的教学任务，高校在实践教育中，

应建立健全教育体系，使这一教育呈现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发
展趋势。而现阶段部分高校在劳动教育过程中，依然缺乏完善的教
育体系，导致教育通常难以达成理想化成果。宏观来讲，劳动体系
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下述两方面： 

一方面，大学生劳动教育缺乏完善的教育机制。如计划制定不
足、激励机制不完善、资金投入不充分等等，导致高校劳动教育在
实践过程中缺乏完善的内容作支撑，直接降低了大学生劳动教育实
效性；另一方面，大学生劳动教育工作缺乏深度，本质探寻稍显不
足[4]。部分高校在实践教学中，虽然积极响应国家相关部门的劳动教
育政策，开设理论知识讲座与多样化实践活动，但是大部分缺乏实
质性教育价值，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未有效落地，工作或流于表象。
如部分高校会组织社会性实践活动、公益活动等等，力求培养学生
的服务、奉献意识，但是并未将活动与学生的学分挂钩，导致实践
活动难以 大化发挥其教育性。因此，建立健全完备的劳动教育体
系是现阶段高校劳动教育过程中需要充分重视的内容。 

三、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劳动教育价值认知，牢牢把握劳动教育内涵 
加强劳动教育价值认知是高校实施劳动教育的核心要素，引导

大学生在劳动教育中树立正确劳动观念，把握劳动教育内涵，可以
是高校劳动教育成果事半功倍。关于这一层面，可以尝试从下述三
方面推进： 

第一，提升大学生思想认知。劳动教育对于个人的发展与社会
发展都具备一定的辅助力量，对于大学生而言，可以端正其价值观、
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其综合发展等等；对于社会而言，有助
于推动国家富强、促进社会进步等等。基于劳动教育的优势，高校
应重视其与德育之间的关系，促使二者在融合中落实立德树人目标
[5]。具体来讲，高校应在劳动教育中将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放在首位，
使学生正确认识劳动教育对于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在实践中践
行劳动精神。如高校可以网络视频、直播等环节吸引学生的关注，
促使学生在知识学习中正确认识劳动，并将其视为终身践行的使命。 

第二，充分发挥高校教师的监督与示范作用。教师是教育的主
要督导者与践行者，时刻应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感召学生。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全面贯彻与落实相关指导政
策，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将其中的课程、
实践、服务、心理、管理等相关内容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在拓展
劳动教育空间的同时体现劳动教育价值，辅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牢
牢把握劳动教育内涵。教师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始终站好教
育岗，在教学与指导中强化学生的劳动价值认知能力，促使劳动教
育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第三，唤醒大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动性。大学生是劳动教育
的主体，因此高校在劳动教育中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劳动活动的
设计，凸显其劳动主体地位，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在学生的积极
参与中，其劳动体验感更强，而劳动体验感有助于理论知识向实践
技能的转化，是提升劳动教育实效性的关键环节。由此可见，学生
参与劳动教育的过程是对于培养其实践技能与劳动观念、劳动意识、
劳动精神等方面具有较大意义，同时又是引导大学生牢牢把握劳动
教育内涵的根本动力。 

（二）优化劳动教育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劳动教育机制 
劳动教育在高校有效开展与实施难以脱离健全的劳动机制，大

学生劳动教育只有不断在现状上调整与改进，优化与完善劳动教育

机制，才能为育人目标的有效落实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劳动
教育机制的建立可视为顶层设计，而高校理应重视顶层设计，将健
全劳动机制视为教育中的核心要务。具体来讲，高校在实施劳动教
育过程中，应明确主体责任制，合理进行责任划分、优化资源配置、
完善管理考核等等。从制度方面给予劳动教育充分的重视，使其与
人才的培养紧密关联[6]。为确保劳动教育达成预期目标，还应在现有
的课程内容上进一步修订与完善，如开发实践教育平台、加大专业
知识教育力度、拓展校外合作空间等等，使劳动教育效率呈现稳步
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高校还应注重借力，携手家庭、社会，三位一体落
实劳动教育。具体来讲，加大与家庭的互动力度，改善部分家长的
错误思想，使其意识到劳动教育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并在生活中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有价值的劳动项目。在社会层面，应
协同政府部门、教育部门等创设劳动实践平台，鼓励社会企业、个
人等履行教育义务，配合高校落实劳动教育责任制，如加大实践岗
位、拓展企业活动项目等等，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形成正确的劳动
观。 

（三）打造劳动教育平台，丰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 
劳动教育平台的打造是丰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主要途径，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中应注重平台的打造，凸显这一教育的
意义与价值。 

首先，从教育平台分析，高校应构建理论知识教学主渠道与实
践平台，理论知识主要以线上线下教育为主，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劳
动意识，引导其树立正确三观，正视劳动教育的意义，进而在理论
知识的学习中掌握劳模精神、劳动价值、工匠精神等等。关于实践
平台，高校可以组织社团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劳模精神，抑
或者鼓励学生在生活中践行劳动理论知识，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 

其次，教学内容亟待完善。高校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应时刻围
绕“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7]？”三个问题展开
思考，在教学内容中不断挖掘新时代教育资源，融入更加广泛的劳
动案例，拓展学生的知识空间，提升其认可度，为劳动教学的理想
成果埋下希望的种子。 

后，教学形式应朝着多元化发展。互联网背景下，劳动教育
可以拓展至网络空间，如微信、微博、抖音、公众号、论坛、社交
群等等，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加大劳动教育宣传力度，应在良好
的劳动教育氛围，倡导学生积极参与宣传中，在相互影响、相互监
督中营造良好的校园劳动教育环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劳动教育是高校育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项教育，

将其贯穿于教育始末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劳动教
育全面落实，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详细论述了劳动教育实践策略，以
期提升高校劳动教育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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