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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融合”培养趋势下民办高校 

新劳动教育创新实践研究 
曹婧  刘静  白雪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西安  712046） 

摘要：新时期，我国提出了“五育融合”，其本质是要加快培养高素质的新时期的高素质人才，促进高素质的发展，促进德智体
美劳从相对独立地发展到相互融合的协同培养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五育融合”视野中，如何推进我国的劳动教育与其他
四个方面的融合，尚需进一步厘清。本文试图通过对“五育”的价值内涵、现实困境和现实途径等方面的论述，以期推动我国高校
新劳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适应我国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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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education training under the trend of private colleges new labor education innovation practi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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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period，our country put forward the "fusion" education，its essence is to speed up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of the new period of high quality，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que and fatigue from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to the collaborative culture of mutu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in the "five education fusion" field of vision，to promote our country's labor 

education and other four aspects of the fusion，it remains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hrough to 

the value of "education" connotation，realistic and practical way，etc，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better adapt to our coun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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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中国教育从“五育并举”向“五育融合”转变，是新时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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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把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相融合，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新世纪中
国正处在教育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推进“五育融合”，培
养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是建设教育大国的关键。五育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其他四育中，劳育起着根本的作用，以劳树
德、以劳促智、以劳促身、以劳育人是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劳动教
育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加强劳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增强其劳动

能力，增强其劳动素质。高校要强化劳动教育，培养具有较强劳动
能力、较强团队精神、较强创新能力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和适应时代
发展的优秀人才。 

（一）劳动教育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人才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以

德为本”。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基本任务，而实现这一基本任务的
关键是劳动教育。劳动教育能够让高校学生更加重视普通劳动者，
消除劳动歧视，发掘劳动人民的精神美，引导高校学生在劳动实践
中树立劳动 光荣、劳动 崇高、劳动 伟大、劳动 美丽的劳动
价值观，自觉摒弃享乐主义等思想，摒除不尊重体力劳动者等畸形
价值观。 

（二）劳动教育有利于弘扬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职业素质、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能力、价值取向

和行为的综合反映。敬业、精益、专注、创新是工匠的基本内涵，
反映出劳动人民追求卓越的职业道德。劳动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敬业、
爱岗等专业素质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劳动教育，还能促进大学
生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 

（三）劳动教育有利于五育融合发展 
在五育教育中，劳动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意见》的颁布，

进一步强化了劳动教育在我国的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新时期的劳动教育，应确立
五育融合的思想，使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教育相互融合，完善相互

促进的育人体系，提升劳动教育水平，从而达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的。道德教育是一种价
值教育，劳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劳动素质和培育劳动价值观。
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劳动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
一种价值教育。通过开展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的团队精神、
奉献精神、集体精神，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形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积极地将劳动价值观的有
关内容渗透进去，使其形成“三观”，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增强
大学生的社会公德和责任感。以劳树德，让学生们在劳动中体会劳
动的艰辛，感受劳动人民的伟大，并以此来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
用劳动来支撑中国的梦想[1]。 

（四）劳动教育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人的创造，也是人的社会发展的前提。

人类通过艰苦的工作，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劳动是实现
人类自身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能使人类获得更好的生活，从而
达到个人的理想，从而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在高校进行劳动教育
时，必须把学生现有的知识和创新的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
劳动实践指导学生探索真理和创造，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创
造更多的社会价值。通过合作工作的方式，可以培养高校学生的团
队意识和合作精神，从而增强高校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会适应
能力。 

二、劳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开展劳动教育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许多

学校没有开设职业教育课程；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低，不愿劳动；
大学生不珍惜劳动成果，不会劳动；一些大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者、
劳动价值观偏离、忽略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淡化和弱化劳动教育。
我国各高校之间劳动教育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致使高校学生不愿劳
动、不会劳动，劳动观念不健全。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学生的综合
素质受到制约。 

（一）“五育”之间平衡性欠缺 
新时期，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下一代的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

的接班人，建立起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教育体制的制约、工具化、短视人才观
的制约和功利观的影响，以及西方自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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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蚀和诱导，“唯分数”的教育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在推
动“五育融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长于智，疏于德，弱于体美，
缺劳的现实状况，以及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等不良现状，德智体美劳“四育”教育在教育中的作用并不突出，
例如，在课程体系上，只有文化课的教学情况没有根本改变，音乐、
体育、美术、劳动、德育等课程的比例很低，音乐、体育、美术、
劳动等课程被文化课所占据，有的学校甚至压缩体育、美育、劳动
课课时，造成了德智体美劳课程与文化课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 

（二）“五育”之间联系不密 
德、智、体、美、劳“五育”应当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不

可或缺的有机统一。教育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没有单独的德育、单
独的智育、单独的体育锻炼，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五育”常
常被分割、隔离，表现出五育的不连贯。例如，在学校的课程设置
上，往往把“五育”单独列出，把五育看成是五个单独的教育过程，
分别与五个不同的素质教育相对应，把五育分割成若干个相互独立
的实践活动。五育课程的这种分散性，使五育的教学目标划分为五
个独立的目标[2]。五育目标过分分化、五育进程条块化的现状，也使
培养全面发展的新生代人才的总体目标脱离，偏离了全面发展、全
面育人的教育宗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一
代新人，不仅仅是“五育”课程的问题，更要把“五育”课程的有
机结合。 

三、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探索 
（一）加强劳动思想意识教育 
在马克思劳动学说的指导下，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使其形

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和劳动道德。通过对劳动教育的理
论学习，使大学生认识劳动教育，使其获得劳动积极性，从而形成
正确的劳动观念。现在，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越来
越近了，新时代是劳动者的时代，也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光荣的
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是人类的快乐之源。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依靠
自己的努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铸魂育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劳动教育，培育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
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培养劳动情感，涵养爱国情怀，懂得
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劳动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劳动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职业技能，因此，要加强理论联

系实际，从实际工作中培养劳动者的正确的劳动观。在实施职业技
能培训时，要根据职业特性，进行生产性和服务性的实习。比如，
在学校设立各种形式的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实习等，
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在学校之外，通过社会资源的整合，或者与社
会组织、公司合作，建立实践实习、志愿服务、毕业实习、社会实
践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在实践中树立服务意识，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学校要重视对学生的日常工作，包括宿舍卫生、教室卫生等方面的
工作，鼓励学生从自己身边做起，把握劳动机遇，养成劳动的良好
习惯，体会劳动后的收获与幸福感，并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三）营造良好的劳动教育校园文化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创造尊重劳动环境，用文化渗

透的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大学生在学校生活，校园文化对学生
的劳动情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校可以在学校组织劳动教
育文化展览、文化墙、劳模事迹报告会等形式进行劳动教育，在不
知不觉中促进劳动教育，营造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比如，在学校
的历史、校歌、校训中，宣传劳动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学生；
要树立好教师和学生的榜样，把劳模做好榜样；通过新生教育、创
新创业系列讲座，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劳动 光荣、劳动 美丽；利
用校园橱窗、招贴画、报纸等校园设施，利用网上平台，进行寓教
于乐的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活动；利用社会热点、重大节日等机会，
组织各种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主题教育，提高劳动教育的感
染力[3]。 

（四）加强劳动实践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学校可以安排兼职、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
等。例如，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志愿者工作，
例如核酸样品的采集。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参加志愿

活动，既能获得劳动锻炼，又能提高学生的劳动意识，为社会服务，
使学生能吃苦耐劳、主动奉献的劳动精神。同时，要把劳动教育和
创新创业相结合，把创新精神融入到劳动教育中去，让劳动实践引
领创新实践，创新实践反过来推动劳动实践，从而形成劳动—创新
—劳动的良性循环，激发学生的劳动创造力。 

（五）完善劳动教育保障体系 
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劳动观念，必须要有一批高质量的师资队

伍。提高大学生的劳动素质，既要通过劳动实习，又要将其与各类
专业课程有机地联系起来。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这种教师
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可以通过聘
请劳模、工匠、先进工作者等多种方式深入学校，通过宣讲先进事
迹和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以鲜活的事例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丰富劳动育人的形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必须有扎实的实习平台
和人力资源支持。通过整合校内、校外的各种资源，多渠道拓宽实
习场地，建设校内外的劳动教育基地，为大学生参加劳动教育的工
作搭建桥梁，真正做到“走出去、请进来”。第一，可以利用校内实
训平台，发掘校内的潜能，建设或改造劳动教学场地，为在校学生
提供工作场地；第二，以产、教结合为基础，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
建立较为稳固的实习基地，以适应实习教学的需要，培养学生的专
业性和创造性劳动能力。第三，组织学生以自己的专业特长参与勤
工俭学、志愿服务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劳动经验，培养学生的服务
意识和敬业精神。第四，组织学生在寒假期间开展社会实践，引导
大学生走进基层，体验、学习新时期各行各业的劳动精神[4]。 

劳动教育评价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套完整、科学的评价指标，
才能真正体现劳动教育的优点和不足。这就要求学校在构建劳动教
育评估制度时，要建立健全的反馈机制，重视实施，及时纠正劳动
教育的偏差，完善评价制度。为了更好地服务和保证高校教育的目
标，构建一个健全的职业技能评估系统，必须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
验证，并在动态发展中得到补充和提高。 

协同育人体系，劳动教育需要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从个体上看，应加强劳动观念，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积极参加劳
动教育，锻炼劳动能力，提高劳动技能，提高劳动素质；在家庭方
面，要建立良好的劳动风气，从小就要培养学生基本的生活技能训
练，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对社会来说，其拥有 为丰富的劳动教
育环境，它可以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组织合作，
形成一个多方参与的劳动教养系统，从而丰富劳动实践基地；同时，
要利用优秀的行业精英、模范、劳模、大国工匠等优秀的人才资源，
使大学生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锻炼自己的劳动能力，体会劳模精神，
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结束语 
劳动教育对培养大学生正确劳动观念、提高劳动技能、提高劳

动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如何发展职业教育，是培养具有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高校技术人才的重要课题。全面加强劳动教育，是新时
期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中国人民一代代人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
重大目标。推进劳动教育，要坚持“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要
不断完善和完善劳动教育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劳动教育长效机制，
以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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