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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方式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教育路径探析 
石成玉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201209）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线开展各类学习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成为教育的一种新途径，特别在应对新冠疫
情的突发情况下，在线方式成为各类教育的主阵地，本文重点探析在线方式下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路径。在线进行大学生劳动教
育面临许多挑战，应当通过树立在线开展劳动教育的理念、构建在线开展劳动教育的平台、加强在线开展劳动教育全过程的跟踪、
建立在线开展劳动教育的机制，探索在线方式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教育路径，从而达到让劳动教育在大学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浓厚氛围，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升大学生工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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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是以网络为介质的教学方式，通过网络，学生与教师

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开展教学活动。在线方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可以满足众多大学生参与活动

和传播成果的过程中，从而带给他们一种全新的学习体验。当今的

大学生们具有较强的对新生事物接受度、学习能力强、内心情感丰

富、有很强的网络依懒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正好与在线方式相吻合，

不仅可以满足大学生好奇、平等、体验、参与的内心需求，而且由

于在线方式的间接性，会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思想观念、思维方

式、行为方式等产生很大的影响。 

加强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对我国优良传统

的传承,也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对劳动和劳动教育作出新指示。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明

确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强调了劳动教育的重

要性。2020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

做了全面部署。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

其三观的形成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如今互联网的

急速发展下，各种良莠不齐信息的充斥，对大学生的影响就更加明

显。而劳动教育也存在一定的误区，老师没有领会劳动教育的意义，

有时把劳动与硬性任务、惩罚手段相联系，大学生缺乏合作精神、

劳动分工过于明细。这些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使劳动教育和大学生成长成才发生脱节。因此，用《意见》指导新

时代劳动教育开展，将在线方式作为教育手段之一，用大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劳动教育，对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运用在线方式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在线方式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手段之

一，给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开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运用在线方式开

展大学生劳动教育是应对时代挑战的有力武器，是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重要载体，是互联网环境下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实现教育现代

化的需要。 

1、在线方式为劳动教育提供了新的载体 

载体是劳动教育实施中的重要抓手。利用在线方式开展劳动教

育有以下优点：在线方式使劳动教育的内容由静态变为动态，从单

一的说教讲解迈向立体可视，具有超越时空的既视感；不受场地和

视野限制；丰富了劳动教育的内容，提高了劳动教育的效率；劳动

教育的分享中，给大学生直观的展示出优秀的劳动过程和成果；资

源共享更加便捷，方便大学生回顾劳动教育的整体内容。运用在线

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可以扩大劳动教育的覆盖面，并且，

可以与线下的其他载体形成互补效应，从而达到全方位的教育效

果。 

2、在线方式为劳动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传统的线下方式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高校教师向大

学生传递教育信息。在线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在速度、范围、可视化

上具有很强的优势，对劳动教育手手相传非常有利。主要归纳如下：

在线方式集声音、图画、视频、文本为一体，更能满足大学生的多

样化需求，增强参与的主动性；在线中的屏幕共享，对于分享者和

受众者来说，有去中心化的特征，更能影响大学生的行为；在线打

破了空间限制和场地限制，可以方便更多大学生在任何场所高效的

获取教育信息；可以将众多线下劳动成果集合到线上展示，提高劳

动教育的真实性，极大的丰富了劳动教育的内容。 

3、在线方式促进了劳动教育对象之间的互动 

在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大学生和大学

生之间都需要进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传递信息、反馈经验、分

享成果。传统的线下方式多是采取单向教学的方法，而劳动教育的

最终目的是使大学生在受教育后体验劳动的乐趣，发挥大学生参与

劳动的主动性，体验劳动产生成果的快乐。运用在线方式开展劳动

教育时，大学生没有面对面的心理负担，在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态

下相互学习，并且，角色转换通常也更加迅速，分享劳动教育的想

法和成果时，也能较好的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二、在线方式下大学生劳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在线方式给大学生劳动教育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动手实践、出力流汗，让学生接受锻炼、磨炼意

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所以劳动教育的主

阵地应该是线下，线上劳动教育可以配合线下劳动教育，让劳动教

育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1、在线方式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 

线下劳动教育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可以兼顾内容的丰富性和形

式的多样性，而在线方式因为与现实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却别，

需要在保证劳动教育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来

吸引大学生参与其中。但当前通过在线方式对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

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参与性与目标性之间的融合、喜闻乐见的

程度还有待提高。在线开展劳动教育时仅仅是把线下内容照搬到线

上，从而忽略了劳动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过程的参与性，很少从大

学生的角度考虑可接受性，从而失去了在线开展劳动教育的效果。 

2、在线方式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具有先天性不足 

不能把劳动教育简单的认为就是动手动脑都，也不能简单的用

学习和体育等形式代替劳动。真正的劳动教育要培养大学生的劳动

情感和劳动技能，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和奋斗精神，是要以体力劳

动为主、手脑并用的活动，实实在在地干活，实实在在地出力流汗。

《意见》明确指出，新时代“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

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

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而线上方式开

展劳动教育显然是具有先天不足的，必须以线下方式为主，重点在

线下。 

3、在线方式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成果不能具象化展示 

在线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可以促使大学生分享劳动成果，提高

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相比于线下展示的直观性，在线展示

还是相对欠缺的，面对面的直观性和真实性是最强的，虽然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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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律性和自控力已经比较强，但是在非课堂环境下，惰性是依然

是大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路上的绊脚石，同样会影响大学生对

劳动教育的参与性，并且在线开展劳动教育时，缺少现场的监督和

展示成果中眼神交流等的情感体验，也是影响劳动教育效果的重要

因素之一。 

三、探析在线方式下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教育路径 
1、树立在线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理念 

高校是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主阵地。劳动教育不只是传授劳

动技能和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导入和习惯的养成。同时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也高校的重要任

务，作为高校也要与时俱进，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开展

教育，会引起良好的教育效果，运用在线方式开展劳动教育有利也

有弊，但是在线方式也是教育的一种新途径，新冠疫情爆发期的学

习是很好的证明，作为高校要以此为契机，充分认识到在线方式的

重要性，发挥它的特有功效，把劳动教育的思想和理念通过在线方

式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助力劳动教育落实落细，成为大学生

人生中的一部分，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切实发挥劳动教育的实效。 

2、构建在线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平台 

在线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时，要整合学校资源，贯彻落实“全

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在校内搭建具有一定

影响力和效应的平台，或者借助校内有影响力的线上平台，最终都

是要达到扩大宣传和影响的目的。比如借助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博、共青团公众号等，通过转发、发布等手段，广泛宣传劳动教

育的意义和作用，吸引广大大学生参与到劳动教育中，搭建在线劳

动教育工作框架和体系，加强线下和线上的联系，将线下优秀项目

和作品在线上展示，调动广大大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3、加强在线开展劳动教育全过程的跟踪 

高校作为开展劳动教育的主阵地，要以总体的眼光有目的、有

计划地开展和实施劳动教育内容。可以设置专门的劳动课，扎实开

展劳动教育，优化校风教风和学风，繁荣校园文化，培育劳动精神，

涵育师生品行。在校团委学生会中成立劳动与社会实践部，对参加

公益劳动的大学生进行指导和考核。与此同时，高校要把劳动教育

与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社会意识、服务意识联系起来，通过劳动

锻炼和培养大学生的习惯品行、生活技能和团队精神。把劳动教育

体系与职业精神高度融合，运用多元化的专业知识，开展创造性劳

动。促进大学生学科知识与社会行业的契合度。 

新时代高校加强劳动教育要从不同角度开展劳动教育,帮助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培育大学生良好的劳动品德,使大学生

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新时代劳动教育要从教育内容、教育形式、

教育评价等方面科学做好顶层设计，更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好高校内

的劳动教育资源，丰富优化劳动教育实践，让大学生感受到劳动教

育背后的深远影响，从而获得全面发展的源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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