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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融入红色劳动教育的教学改革探索性研究——
以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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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在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教育中进行红色劳动教育实践探索，将“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等的革命传统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有助于促进本专业本科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淬炼新时代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基于此，结合专业培养方案，本文拟从红色劳动实践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劳动教学方式方法的

创新、专业实践中红色研学实践活动的推进和学生动手能力的提升，以及红色劳动教育成效的评价、反馈与改进等多方面着手，探

索实施红色劳动教育实践，以期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红色劳动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构建专业劳动教育思政体系，推动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培养难而不惧、富而不惑、奋斗不已、自强不息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给排水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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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直以来，我党始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念，树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自己动手，丰衣足食”[2]的劳动观。

“南泥湾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红色精神历久弥新。劳动教育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教育与劳

动相结合”基本教育方针的现实要求。然而，基于近年来社会与教

育所存在的某些弊端，使得当代大学生劳动意识相对淡薄，劳动素

养有待提高，“劳动缺失”现象较为突出。因此，如何通过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劳动精神来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成为新时代高校教

育教学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 

十八大以来，党的教育方针立足于新时代历史方位，对劳动和

劳动教育作出了重要论述。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要求把劳动教育纳

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之中，明确提出构建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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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新时代劳动教育做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我们必须增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紧迫感、责任感。为了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给排水专业人才劳动教

育的内涵与外延，构建给排水劳动教育思政体系，推动给排水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本文以“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以下简称“给排

水”专业）课程实践红色劳动教育”为主题，探索新时代“给排水”

专业本科教学红色教育和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改革新模式。 

二、专业实践融入红色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我校“给排水”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给排水管道系统、

建筑给排水工程、水质工程、给排水施工与监理等核心课程及相关

专业内容进行制定和实施。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实习、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传统实践课程主要考核安全知识、

团结合作、提交成果质量、教师评定等方面，并未把红色劳动教育

作为组织实施的必要内容。学生很难在课程实践环节真正理解和掌

握“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劳动创造世界”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理论主张以及劳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也就无法很好地以此作

为日后行动的指南。在实践过程中也会出现红色精神、劳动观念渗

透不足，学生理论学习和劳动实践锻炼结合不充分等问题。基于上

述问题，我们需要从红色劳动实践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劳动教学方式

方法的创新、在专业实践中红色研学实践活动的推进和学生动手能

力的提升以及红色劳动教育成效的评价、反馈与改进等多方面着

手，实施红色劳动教育实践探索，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提升学生

的劳动能力，锤炼学生的意志品质，推动红色劳动教育专业实践教

学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1、制定科学可行的红色劳动实践教学大纲、设计红色劳动实

践内容，创新劳动教学方式方法。 

依据《意见》相关内容，可以在“给排水”专业实践教学大纲

中有机渗透红色劳动教育内容，挖掘红色劳动教育内涵和德育元

素，鼓励学生不但要将所学红色事迹以及自身感悟体现在所提交的

成果中，还要将其所传承的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知

行合一、以知促行；在劳动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方面，注重实践类课

程与服务学习、实习实训、科学实验、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等相结

合，结合建党以来劳动形态发展趋势，把劳动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

教育作为实践教学劳动教育必要内容之一，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2、在专业实践中推进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加强学校与苏州乃至长三角水行业骨干企业、高新企业的紧密

协同，推动人才培养思政模式改革，增强校企党建合作与交流，努

力在实习、实训等环节中深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丰富学生感受红

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红色资源”，绘就学生党性教育的“红

色矩阵”：带领学生去水务部门、水司、建筑单位实习时，可以因

地制宜，设计参观党建文化馆、学习厂建红色历史沿革、聆听厂内

劳动模范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等红色劳动教育线路，向

学生传播听党话、跟党走，肯吃苦、能奉献，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

凡业绩的精神，从而帮助学生领会新时代劳动精神的价值意蕴，引

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此外，采用专题讲座、主题演讲、劳动技能竞赛、劳动成果展

示、劳动项目实践等形式进行红色劳动教育。让“给排水”专业师

生在校园里近距离接触劳动模范，聆听劳模故事，观摩精湛技艺，

感受并领悟勤勉敬业的劳动精神，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3、在专业实践中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正确的劳动观 

注重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选择现代市政、建筑行业

项目，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努力提升学生创造性劳动能力。

实习、实训、实验课程中注重引导学生重视并加强实践劳动锻炼，

积极参加实习实训、专业服务和创新创业活动，在实践过程中强化

对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增强在专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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