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324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新时代劳动教育 
孙晓娥 

（江苏海洋大学） 

摘要：教育是对“人”的教育。劳动教育的展开是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通过实践来实施，最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本文

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哲学基础和指导原则，对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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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0 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释党的

教育方针时重提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他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

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道理。”弘扬劳动教育，树立青少年正

确的劳动观，不断提升劳动素养，汇聚“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强大

正能量。在新时代下，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审视下，如何以人学理论

指导劳动教育，对当下劳动教育的生动实践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一、以马克思人学审视劳动教育 

教育是对“人”的教育。劳动教育是建构在人的基础上的教育

实践活动。劳动教育的展开是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通过实践来实

施，最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人与社会

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人的本质，为探究劳动教育提供了哲学基础

和指导原则。 

（一）人的实践性 

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最深层的基础，是马克

思解读人性的关键“钥匙”，他将人的全部属性都统一在“实践”

这个现实基础。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性地改变世界，在人与自然界

相分离的同时，也与动物真正地区分开，生成了人的“类本质”，

因此实践赋予了人特殊的实践性特征。人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必

须将实践贯穿于劳动教育的全过程，为确立科学的劳动教育提供实

践的理论依据。 

（二）人的社会性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7 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彼

此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就是人在

积极实现自己实践本质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并产生的。人在社会的共

同体中，才能逐步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

本质的论述，是正确处理各种教育主体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发挥最大

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 

（三）人的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全部人类历史的

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7。作为历史前提的生命

个体“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

发展过程中的人”［2］48。人是“社会化”的现实的个人，突出了人的

存在所特有的现实性与具体性。人的现实性决定了人不是孤立的、

抽象的。劳动教育能够帮助个体完成社会化过程，人的现实性理论

可以指导劳动教育探索学生主体个性化发展的教育模式。 

（四）人的主体性 

主体性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也成为自己的主人。马克思认识

到社会中的人在遭遇束缚时，体现出人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人的主

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对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超越。人通

过不断地实践，在实现主体性时，不断超越，最终实现自我发展。

人的主体性要求劳动教育必须尊重学生主体的发展规律，通过劳动

教育不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人学理论指导下的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展望 

（一）以实践为主线，贯穿劳动教育全过程 

劳动教育就是实践与教育相结合的社会性活动，将实践作为劳

动劳动教育的主线，始终贯穿于劳动教育的全过程，才能不脱离劳

动教育的重心。建立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增设劳动教育课，打造劳

动精品课程。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开展劳动教育，

使劳动教育真正做实。将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劳动教育融入社会实

践、专业实习、实验课、就业实习等重要实践环节，真正发挥实践

育人的劳育效果。 

（二）构建劳动教育共同体，形成劳育合力 

劳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全社会

共同参与，构建劳动教育共同体，形成合力机制，充分发挥劳动教

育的育人价值。高校要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压实劳动教育的主体责

任，加强在内容设置、价值引领、考核评价等方面的总体谋划；家

庭要注重发挥基础作用，家长要做好劳动教育的第一人生导师，以

身示范，建立良好家风，上好劳动教育的家庭第一课；社会各方要

充分发挥支持作用，协调和调配各类社会资源，为劳动教育保驾护

航。 

（三）尊重主体发展规律，加强劳动价值观教育 

高校学生思想极其活跃，个性化需求差异显著，他们容易受社

会上一些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懒惰思想的影响。劳动教育要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遵循学生发展规律，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劳

动观为理论依据，加强学生的劳动价值认同，让学生真正懂得“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实质，树立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四）创新教育方式，获得全面发展的价值实现 

有些高校劳动教育被弱化、淡化，出现“劳动与教育割裂”“以

教代劳、以说代劳”的现象，这就需要有一套科学、创新的劳动教

育方式方法。一要积极探索网络劳动教育方式，打造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劳动教育精品课程；二要处理好课程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避

免在“课”上听劳动、在课下“看”劳动，真正发挥劳动教育的实

践性；三要创新课堂的实践方式，引导学生边学边做，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使学生完成全面发展的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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