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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教育本质上是将劳动价值观、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内化为学生素养的过程。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要结合高职教育的
类型特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理解、认同、接受和遵守劳动价值观的规律，使他们可以主动参与到内化流程中。构
建“劳动+”育人平台，构建实习实训、创新创业等劳动教育媒介；建立劳动教育组织体系、适用体系和评价体系，营造劳动教育
长效机制，提高劳动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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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学生党支部是高校党组织联系众多学生的桥梁，是促进

学生发展的战斗堡垒，因此，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党支部的基础建设，
激发学生党组织的活力和团队的凝聚力，引导广大学生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提交入党申请书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共青团员积极主动，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以点带面法，进而提高广大青年大学生思
想政治素质，劳动素养，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人才培养具
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一、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劳动教养平台建设因素分析 

1.1 学生是劳动教育价值观与劳动素养形成的主体 
新时期劳动教育就是要加强劳动意识、身心参与、手脑并用的

培养，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主体作用，激发广大青年大学生认同并
积极将劳动价值观、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内化为自身素养。如今，
高职院校学生的劳动质量与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
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要关心学生在劳动教育过程中的
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树立学生主体意识，使学
生在认知和认同劳动教育过程中积极发展成为内在过程，提高劳动
教育的有效性。 

1.2 职业技能、工匠精神等教育内容是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主
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职教育是紧密围绕岗位劳动展开的教育。
高职院校要围绕岗位特点，结合技术特点，从塑造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工匠精神，开展劳动教育理论教材选用和实践路径的选择，创新
和充实劳动教育的内容。同时，要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变化，融合人
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应用与智能制造等新趋势的发展，拓展劳动教
育内容，丰富劳动教育模式。不仅有劳动教育的基础理论课程，还
有生活劳动、制造劳动和服务型劳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接受锻炼，
提升知识，让“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统一，劳动习惯与个人发
展的统一，简单劳动与技术性、创造性劳动的统一，让学生不仅感
受到了劳动的艰辛、劳动的伟大，更感受到了劳动的价值、感到劳
动和创造的伟大。 

二、构建 “四位一体”的高职院校劳动育人平台的途径 

2.1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主体作用是一个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属性的总和，体

现在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正确引导学生产生合适的劳动价值观,激发学生劳动的“认知地图”。
学习是一种整体行为，不排除劳动教育。对于高职学生来说，要把
劳动教育的内容与学生的兴趣爱好、生活情况和专业特点紧密结
合，让学生学会主动创造不同成长过程中劳动教育的知识与技能的
同时，也产生了职业自豪感和使命感[1]。 

为高职学生搭建多种实践训练服务，在模拟实践-情景训练-生
活实践过程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能力，不断将所学知识“迁移”到现
实中场景，让学生在不同的“实践链”上不断探索和提炼，培养求
实创新的工匠精神和兢兢业业的劳动态度。根据技能的训练、体验
和思考的过程，以及个人行为习惯的养成，学生在实践中会有更多
的个人意识、更深的体验、更强的情感体验和更明显的认知，从而
产生对价值的认可、积极的接受和内化的劳动价值观，形成热爱劳
动的优秀品质。 

2.2 充分发挥教育内容支撑作用 
新时期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要结合现代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规

划要求，开发教育内容，整合专业实习实践，开展系统的志愿服务、
社会公益实践等，并且重视行业中新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实际内容
设计可根据高职院校不同技术专业、不同班级的特点，制定不同的
劳动教育基础理论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大一可以开设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与创业创新等基础课程，将生活劳动融入日常教育中，让
学生对劳动有更主动、深入的认知，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大二学
生能够引导学生参与服务社会的劳动实践和志愿服务劳动，促进劳
动实践与学习技能的紧密结合。大三中将劳动教育与技术专业见习
活动紧密结合，根据实际场景中的技术专业实践，在提高劳动技能
的同时，形成并固化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三、建设劳动教育介体，搭建“劳动+”育人平台 

3.1 劳动+职业价值观培养。 
充分挖掘课外教育中劳动教育的要素，将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教

学。根据各技术专业特点，强化与劳动相关的专业技术课程内容，
从“课程劳动”强化专业能力。比如我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开设
砌筑实训课程时，就设置了学生根据设计模型，各专业小组根据模
型团结协作，自行调制水泥砂浆，真正砌筑一个小型建筑模型的过
程，让学生手脑并用，培养吃苦耐劳的意志，端正的工作态度，培
养工匠精神，让学生通过手脑并用的真实劳动过程，做出经久耐用，
符合建筑安全的作品，同时增加技术和专业价值观。鼓励学生参与
校本教具制作、参与实验培训服务等。 

3.2 劳动+实习实训技能提升。 
劳动教育可以融入学生实习的实践，尤其是顶岗实习。一是将

劳动教育的内容全面纳入专业实习计划。二是将劳动教育中包含的
职业道德、作业规范、职业能力等要素融入实践活动和培训中，并
在日常培训中不断强化。三是将劳动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专业
技能等融入学员的自我评价、互评、点评阶段。 

3.3 劳动+职业责任感养成 
将劳动教育融入系统的志愿服务，打造系统的志愿服务劳动教

育平台，是有效的劳动教育方式。一是选择专业服务相关领域的组
织和个人为主要对象开展公益服务。二是带一批专业的指导教师参
加志愿服务。三是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和菜单化。四是专业志愿者的
服务目标、服务项目内容、服务标准相对固定。五是注重行前教育、
培训、服务水平管控、事后总结反思中强调职业责任感。 

结束语：为高职学生党支部搭建劳动育人平台，使内因产生良
好的相互促进的生态，使高职学生产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体会劳
动能创造幸福生活，塑造符合新时代生存发展的劳动技能，实现“以
劳养德、以劳启智、以劳健体、以劳益美”的目标，最终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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