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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劳动精神教育纳入高校课程思政的三重维度 
常彩霞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海口  571127） 

【摘  要】十八大以来，国家尤其重视劳动教育以及课程思政的开展。把劳动精神教育纳入高校课程思政需要把握三
重维度。在理论维度上，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角度深刻把握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
培育的理论内涵；在价值维度上，需要引导学生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价值观念，
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在实践维度上，需要营造劳动教育的环境氛围、构建课程评价体系、搭建协同育人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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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1]2020年 3月，《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做了全面的要求和部署，突
出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新时代培养学生劳动教育精
神的重大意义和新的历史使命。2020 年 5 月《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指出“高
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
局。”[2]同时该《指导纲要》还指出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具
体内容，其中就包括了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劳动教育。劳
动教育尤其是劳动精神的培育无疑已经成为了当前高校
立德树人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目标，如何把劳动精神教
育有机的渗透在课程思政的落实中需要我们把握以下的
几个维度。 

1  理论维度：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的角度，深刻把握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的
理论内涵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民
族精神，其中包括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伟
大的团结精神、伟大的梦想精神，而这些都离不开中国人
的劳动创造。《尚书•周官》中提倡“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先秦儒家荀子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3]，古人
自古以来有尊重劳动、勤于劳动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劳动思想以及劳动精神的积淀，是我们
开展课程思政必须充分挖掘和深化的重要思政要素以及
文化要素。 

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刻把握劳动的内涵以及
本质还必须对马克思的劳动观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高校
全面开展劳动育人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在马克思的《劳动
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
于“劳动本质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解放论”的论述。[4]

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
开来，创造了人、社会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
结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指
出劳动在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的独特的角色。同时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剩余价值”的研究，批判了资本家剥
削工人的本质，指出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对资本主
义异化劳动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人

类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真正的实现个人全面自由的发
展，这个基础上劳动就成为了人的一种精神必须，而不是
被迫接受。马克思对劳动的相关论述让我们看到了劳动教
育的真正本质所在以及劳动精神的内涵所在。 

2  价值维度：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
最美丽的价值观念，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所有的专业教育开展课程思政以
及社会行业发展都需要融入劳动精神教育的影响以及熏
陶。任何一门专业课程的开展最终都是要培养学生的担当
意识、敬业意识、奉献意识，最终打造培育学生的“劳模
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而要在课程思政中润
物细无声的融入劳动精神教育，教师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树立“教育者先受教育”的理念，明确国家提倡在高校开
展劳动教育的价值维度和价值底蕴。具体来说，就是要着
重培养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以及个人成长中树立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劳动奋斗观。习近平总书记极力倡导“劳动
最光荣”的价值理念，在各种场合鼓励青年学子要靠劳动、
靠奋斗来成就出彩人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相关论
述，深刻的揭示了新时代劳动精神的核心内涵，体现了劳
动教育的内在要求，为培养新时代的奋斗者提供了实践的
路径。 

2.1  弘扬劳模精神，用劳动托起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劳模精神”的培育，劳模精

神是伟大的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不同的社会时期都发
挥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它体现了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士对
国家的情怀，是公民爱国的重要表现，整合社会正能量，
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推进过程中，无数的普通劳动者，践行着 “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和“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和实际行动建设着美
丽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助力中国梦的实现。高校
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在青年学子的教
育中必须始终把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有机的融入到每一
门课程中，引导大学生认真解读时代命题，明确时代任务，
强化大学生对劳动精神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实践认同，
强化大学生对劳动品质与劳动精神塑造，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通过劳动来托起个人的
成功梦、成才梦。 

2.2  坚持劳动幸福观，用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

斗的人生最美丽”“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习近平总书记
的奋斗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劳动观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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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习近平总书记的劳动观具有民族性、创新性、时代
性以及过程性，同时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他通过倡导
奋斗幸福观和劳动光荣观，为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的时代新人立德立心、凝魂聚气。高校课程思政的价值
贯彻必须引导大学生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练就过
硬的劳动本领、更要在专业实践探索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劳动态度和情感，提升自身的劳动素质，养成良好的劳
动习惯，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
广阔天地。这就要求所有的教师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通
过价值引领来促进学生深刻的领悟劳动精神的价值内涵。 

3  实践维度：营造劳动教育的环境氛围、构建课程
评价体系、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把劳动精神教育融入课程思政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尤
其是要从“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角度来提升大家对
劳动教育的重视，增强对劳动教育意义的认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劳动育人的重要论述精神，国家关于课程思政的
相关指导意见都是我们开展融入的指导方向，必须深入贯
彻落实。具体来说需要在环境的营造上，课程评价体系的
机制上，育人的实践平台上协同发力。 

3.1  营造劳动育人的环境氛围，构建有效课程评
价体系 

劳动对个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高校把劳
动精神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中，关键是要求教育
者自身明确劳动精神的内涵，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
育的理解，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始终把劳动教育与专业
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相结合，努力树立和营造通过劳动培养
美德，通过劳动教育来增长学生的智慧，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需要
高校在顶层设计方面制定和完善关于劳动育人的系列文
件和制度，同时需要明确在课程思政的贯彻中对劳动精神
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体系。同时也需要高校相关人员要转
变观念，在理念上更新创新，构建“劳动育人的大思政”
格局，完善高校劳动育人的课程设置及评价体系。在课程
设置上，各高校可以结合当前课程思政的开展，根据每个
专业的独特性，开发不同特色的劳动育人课程，完善劳动
育人的课程体系，把相关劳动教育的案例、故事潜移默化
的融入到各门专业课程中。尤其是可结合 2020 年中国抗
疫中涌现出来的各行各业从业者“劳动之美”，以“课程
思政”的方式进行融入，引导大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勤于劳动，营造劳动育人的氛围和环境。同时还可邀请社
会各界关于劳动方面的专家、学者、代表、模范、先锋、
榜样现身说法，增强对劳动精神、价值、理念的解读和宣
讲，通过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在校园内开展关于劳动教
育的文化建设营造尊重劳动的氛围，表达对劳动的敬意，
于无形中对学生进行各种熏陶。 

而在开展课程评价时，要注重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
注重过程性考核，采用可量化的整体评价，调动所有教师
参与劳动育人的积极性和作为性，按照“三全育人”的教

育理念，在教师和学生方面多方发力。如可实行相关的学
分认证转化制度，促进劳动育人评价的制度化、规范化；
将“第二课堂成绩单”纳入到学生考核当中，激发学生参
与劳动育人的积极性。制定教师参与与劳动实践相关的如
创新创业指导、大赛指导、课程社会实践指导等的工作量
标准，并将实践育人的成效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考核指标
之一，促进教师实现课堂理论育人与劳动实践育人的无缝
衔接，推动良好育人局面的形成。 

3.2  拓宽实践渠道，构建协同育人平台 
把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思政不仅是要求教师只停留

在在课堂上劳动理论的传授，更应注重结合专业实践、
结合课外劳动实践，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让大学生在职
业参与中，在劳动实践中体验劳动、感悟劳动，让劳动
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达到知行统一。例如，
学校各类专业课可以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
的作用，发挥校内各类实践场地和机会的作用，在专业
实践中体悟劳动带来的职业自信和职业价值，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和对劳动精神的认同度。同时还可大力发挥大
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以及就业指导中心的“引航”作用，
鼓励引导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创新创业大赛以
及创业活动，提升创新意识和劳动能力，多渠道解决学
生的劳动就业问题，在活动中涵养劳动情怀，在就业中
感受劳动幸福感和收获感，提升劳动价值。利用学校的
社团组织，打造学校劳动实践主题社团，为学生量身打
造特色实践活动，在活动实施中磨练劳动精神，在团队
合作中强化劳动育人。 

劳动精神的培育不仅是学校教师的责任，更需要家校
社的齐心协同。学校承担着主力培育作用，需要在课程设
置、评价、实施方面来引导学生。家庭也要积极配合，认
识到父母对孩子劳动教育的榜样引领以及潜移默化作用，
引导孩子参加家庭基础性劳动、创造性劳动、公益性劳动
等，培养孩子劳动奉献的精神，养成会劳动、爱劳动的良
好习惯。同时还需要发挥社会通力协作作用。劳动教育的
全面开展，离不开政府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方努力。
政府相关部门要营造劳动育人的实践协作氛围，建设多样
化的劳动育人实践基地和研学基地，满足不同层次学校劳
动育人的需要。 

总之，把劳动精神教育有机融入高校课程思政中，需
要我们认清当前高校劳动精神教育培育的现状，从现实的
维度把握劳动精神教育的渗透与挖掘，从理论的维度、价
值的维度深化对劳动精神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在实践中寻
找有效融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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