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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链模型的大学劳动教育路径探析
张一帆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以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模型为依托，构建了劳动教育价值链模型，分析了劳动教育的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

的特点，并从学校需求和自身资源五个方面入手，通过对国内高校劳动教育实践探索的梳理和分析，进而通过加强思

想融合、创新发展思路、完善有效供给等途径，加强劳动教育自身能力建设，促进劳动教育的发展。为提高高校劳动

教育的时效性和有效性提出建议，为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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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ichael Porter’s value chain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abor education value chain model,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activities and auxiliary activities of labor education, and starts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school

needs and its own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mbing and analysis of the explo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in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strengthens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labor education itself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by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integration, innovating development ideas, and improving effective supply.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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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教育的价值链模型构建

1.1价值链模型理论

美国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于 1985年

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企业价值链的理论，并对其进

行深入论述。价值链理论把相互关联的价值活动组合而成

的有机整体划分为两类价值活动：主要活动（内部物流、

生产经营、外部物流、营销和销售、服务）和辅助活动（企

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采购）[1]。主要

活动是企业价值的主要源泉，辅助活动确保其顺利实施，

利润是从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的。主要活动和辅助活

动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整个企业价值链的运动。

1.2劳动教育的价值链内涵及模型

价值链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将价值

链视为一种活动，群体在这种活动中共同合作创新，为受

众创造价值。这个概念不再局限于企业，而是可以扩展到

许多行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教育也可以形成自己的

价值链。因此，将波特价值链模型应用于劳动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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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学生创造价值，促进学生发展。学校虽然不是营利性

企业，但在结构和经营环境方面，它与企业相似。劳动教

育的价值链模型可以用图 1 来表示。

图 1 劳动教育的价值链模型

通过以上理论的综合应用，我们可以识别出劳动教育

中的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主要活动包括：自身资源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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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加工整合、需求点分析、宣传推广、综合服务。辅助

活动包括：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

其中主要活动是线性的，辅助活动是非线性的。每项辅助

活动对五项主要活动都有影响，在实施各项主要活动时都

应充分考虑辅助活动。

2 劳动教育价值链的主要活动

2.1自身资源梳理

劳动教育资源的梳理整合是开展劳动教育的基本保

障。从内部物流的角度看，劳动教育需要对自身拥有资源

进行全面梳理。在课程方面，要重点关注劳动教育的地方

课程、校本课程、家庭实践课程等，整合社会、学校和家

庭的力量，促进资源的开放共享。在实习基地方面，从培

养兴趣、提高劳动素质、开展社会实践三个方面，对校内

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资源进行综合梳理和分析。在渠道方

面，需要对劳动教育线下渠道的服务支撑能力进行梳理，

进而确定可以覆盖的范围。同时，对线上渠道的实施功能

和服务能力进行评估，为寻找整合的汇合点奠定坚实的基

础。对于教师而言，应从基本能力、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等方面对教师有个全面了解，为劳动教育的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2.2资源加工整合

劳动教育资源的梳理与整合，可视为劳动教育价值链

中的生产经营活动，实际上也是劳动教育价值链中增值的

环节。学校要充分挖掘地方劳动教育课程资源，丰富劳动

教育内容和渠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发丰富多彩

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注重将劳动教育与不同学科相结合，

根据各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共性和个性特点，挖掘内

涵，找到合适的结合点，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动教育课

程；同时拓宽实习场地，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多样化劳动实

习的需要；拓宽校内外劳动教育渠道，为学生提供便民活

动。

2.3需求点分析

劳动教育需求点分析是推动劳动教育发展的重要保

障。需求点应该从学校和学生群体的角度来分析。在学校

需求方面，从劳动知识、劳动观念、劳动精神、劳动习惯、

劳动技能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挖掘劳动教育的传承性和时

代特征，准确对接劳动教育的社会需求，培养学生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素质。在学生群体方面，着力激

发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和热情，找准学生的兴趣所在，了解

学生的教育需求。

2.4宣传推广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离不开广泛而有力的宣传推

广。学校要充分利用多渠道宣传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如学校公众号、报刊杂志、专题讲座等。在创建学校劳动

教育品牌课程中，宣传特色理念、特色课程、活动纪实和

成果展示，增强思想魅力和教育效果；同时，优化宣传内

容，抓住主流，紧盯时事，激发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学生

满意度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所

在。上述宣传活动在劳动教育价值链中，可视为营销环节。

2.5综合服务

劳动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反馈和评价。合理有效的

激励机制的使用，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劳动能力的提高。在

服务对象和内容上，将劳动教育课程纳入课时，建立劳动

教育保障体系，全面深化课程改革。在服务主体方面，建

立劳动教育评价机制，全面客观地评价教师工作成效和学

生参与劳动次数、劳动态度、劳动技能、劳动成果等进行

综合评价，并记录在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中；就服务渠道而

言，在做好线下推广服务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线上渠道

的功能开发和能力建设，以适应社会和学生不断变化的需

求。

3 劳动教育价值链的辅助活动

3.1文化建设——转变服务理念、打造校园文化

对于劳动教育来说，基础是自身资源与外部需求的整

合，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和模式的整合。在劳动教育的

概念下，以文化建设为依托，将劳动资源整合到文化建设

中，将劳动教育与文化建设有机地整合起来，有利于完善

劳动教育体系，扩大劳动教育文化建设的内涵。在劳动教

育理念的导引下，以文化建设为依托，整合劳动资源，将

劳动教育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劳动教育体系建

设，丰富劳动教育文化内涵。

3.2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教师

素质

创建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是保证和提高高校劳动教育质量的突破口。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高校要把校情、学情、教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教

师结构的优化[2]。以劳动教育专项培训及相关研究为出发

点，通过对著名专家和代表人物的解读，强化教师对劳动

教育价值的认同；以师资队伍、特色品牌课程和特色教材

为载体，加强教师劳动教育课程开发和技能建设能力；以

制度建设为保障，不断提高教师工作质量和完善劳动教育

质量评价体系。

3.3技术开发方面——强化渠道建设、拓宽服务模式

加强劳动教育线上渠道建设，整合劳动教育数字化资

源，将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于劳动教育，营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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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真实情境，打破开展劳动教育的时空限制，随时

随地接受劳动教育。高校要结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让

大学生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职业教育与

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相结合，

让学生感受到生活就是劳动，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生活。

3.4采购方面——教育资源采购、特色资源挖掘

在教育资源采购中，部分教学课程不完善，缺乏开展

劳动课程的重要软件保障，缺乏劳动教育课程和教材，学

校有必要根据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工作，对教材、教学设备、软硬件设施、教育资源统一采

购；在特色资源挖掘方面，学校要根据自身设施设备、师

资、政策制度、现有课程和其他条件，将学校特色课程和

特色文化转化为劳动教育的课程资源。只有以学校为基础

的课程资源，才能保证劳动教育课程的顺利实施。更重要

的是，只有推进校本教育，才能使劳动教育课程特色化。

4 国内大学劳动教育实践模式探析

高校作为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承担着人才培养

的重任。本文通过文献检索、搜查的方式，从劳动知识、

劳动观念、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劳动技能五个方面对我

国大学劳动教育实践模式进行梳理。

4.1劳动知识实践模式

在劳动知识方面，目前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兴趣特点和

目标需求，依托课程资源和信息技术手段开展。从目前情

况看，劳动知识主要从理论课和实践课中获取，构建具有

地域性和学校特色的劳动课程。

理论方面，宁波财经学院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实践教

学相结合，编写学院《学生社会实践培训教材》，并设置

为必修课，规定相应的学分标准，保障社会实践的开展。

实践方面，南京审计大学依托微总务信息平台统计，参加

劳动课程的学生人数。借助微信系统学生缺课率大幅下

降，还可以让学生提前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提前与其他

学生商定分工与合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4.2劳动观念实践模式

劳动观念是一切劳动实践的出发点和先导。劳动教育

价值观的建立有赖于课程资源的整合和渠道建设，具体体

现在劳动教育与思政课相结合、劳动教育融入课外实践。

华东理工大学在思想政治课中不断强化学生的劳动

观念和劳动思想，将正确的劳动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

结合，突出劳动的德育功能，加深学生对劳动的认识。安

徽师范大学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特点，设置修剪园林、食

堂帮工、校园清洁等十多个不同岗位，让学生参与到不同

行业的劳动中，真正感受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

的深刻内涵，树立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意识。

4.3劳动精神实践模式

高校要重视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在道德人格的培

养过程中，促进对大学生劳动精神和劳动意识的培育。具

体来说，主要依靠文化建设和平台建设培育劳动精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校报、宣

传板等多种载体，组织开展了“校园劳模”、“劳模大讲堂”

等系列主题活动，加强正面宣传，营造浓厚的劳动文化氛

围。东北农业大学成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将创新创业教

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鼓励大学生将专业学习与劳动实践

相结合，引导学生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家乡作出贡

献。

4.4劳动习惯实践模式

劳动习惯的形成有赖于制度建设，科学、健全的制度

是大学劳动教育有效、长久落实的重要保障。具体来说，

这主要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机制，以及考核评价机制来实现

的。

在科学管理机制上，四川大学晋城学院建立了学生每

周进行环境卫生清洁的制度规定，辅导员负责学生劳动教

育的考勤管理，教师负责学生劳动任务的分配和劳动教育

成果的验收。在考核评价机制方面，北京林业大学要求学

生在每学期劳动教育课程结束后提交论文，教师根据学生

论文具体情况进行评分。西南财经大学通过座谈会、演讲

或辩论赛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以加深学生对劳动教

育的认识。

4.5劳动技能实践模式

劳动技能的获得要靠渠道的建设和劳动基地的建设，

包括拓展勤工俭学岗位，开展校内外公益活动，建立大学

生劳动实践基地等。

在拓展勤工助学岗方面，重庆工商大学为家庭经济较

为困难同学而设立勤工助学岗帮助减轻学生生活压力，也

让他们了解劳动创造价值的意义。在开展校内外公益活动

方面，齐鲁工业大学开展线上线下地球日公益活动，增强

学生的保护环境和珍惜资源的意识。在建立大学生劳动实

践基地方面，吕梁学院与东谷仓农耕文化实践园建设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带领和帮助学生了解粮食来之不易，创造

更好的劳动体验。

5 加强大学劳动教育的几点建议

5.1需求研究是前提，理念融合是关键

加强大学劳动教育，简单的资源供给和服务支持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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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这只是融合的第一阶段。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系统研

究，从需求分析入手，本着“能融即融”的原则，深入探

索大学劳动教育的机制建设。同时深入研究劳动教育各方

实际需求，从直接资源、知识获取、信息服务、优质文化

享受等多个层面，分析大学生对文化的需求[3]。将重点放

在劳动教育资源支持、信息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正确

分析需求的基础上，强化高校劳动教育融合点。

5.2资源整合是基础，创新思路是重点

劳动教育资源的整合是平台、技术、能力、人力等要

素的结合，同时也是这些要素整合后呈现出的综合表现。

因此，在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要对课程资源、劳动实践

基地、渠道资源和教师能力等进行全面梳理、有机结合，

形成具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整体文化资源，实现资源的最

大开发利用。在对自身资源有效梳理整合的前提下，寻找

劳动教育创新，在“劳动教育+”的模式下，以思维创新、

模式创新为高校劳动教育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模式、抓住

新机遇、实现新突破。

5.3有效供给是手段，受众满意是目标

在满足劳动教育需求的同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劳动教

育供给的有效性。劳动教育要结合当地资源特点，结合学

校学生需求进行优化分析，尽可能将初始供给转化为受众

满意的有效供给。同时，要加强学生对劳动教育满意度的

调查。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过程评价等方法，

把握学生的真实需求和兴趣，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提升

学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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