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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劳动教育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胡福超 王作辉 肖强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我国对于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长，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普通高校要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但是在实施的

过程中仍然面临困境，本文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对于普通高校的劳动教育实施提供建议，提高对于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

促使学生形成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

【关键词】：劳动教育；实施；专业化

1 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

1.1 劳动教育实施及育人实效存在的问题

（1）高校劳动教育内容不完备

根据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的通知要求普通高校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在学科专业

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在课外校外活动中安排劳动实践、在

校园文化建设中强化劳动文化，但由于高校目前面临各种困

难，对于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尚不完备。

目前高校已有的相关课程体系对于劳动教育的渗透不

够，且大多数局限于学生的专业实习实训过程中。对于理工

科专业的车间、工厂的实习实训更便于渗透劳动教育的理

念，使学生进一步的了解大国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师范类

专业的教育实习也有利于学生提前体会专业岗位的辛劳和

付出；但更多的局限于应用型专业，对于理论性较强的专业，

学科专业的渗透度仍然不够，甚至存在欠缺。

（2）劳动教育师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

目前对于大学任课教师的要求更多的是专业化，要对自

己所授科目要专业化，而非似懂非懂，不专业、不了解。对

于劳动教育课程而言，师资队伍建设尚不完备，进行劳动教

育理论授课的教师大多为兼职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在

实际的教学环节中，我们的兼职劳动教育课教师并非专业劳

动教育研究学者，在讲解劳动教育观时难免会出现不专业的

情况，难以让学生真正内化于心，甚至更多的趋于表面、流

于形式，致使学生对于劳动教育学习缺失、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的不理解，最终导致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影响劳动教

育的实效。

（3）劳动教育形式单一，缺乏实效性

高校劳动教育形式单一，且缺发创新性。根据教育部

文件，高校需要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但必修课形式单一，

仅为理论教学，且实践环节落实不够完善。根据相关要求，

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三下乡”社会实践等均是劳动教育

的内容，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难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

够保质保量的落实好实践环节的相关内容，不然也将影响劳

动教育实践环节的落实、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观念的形成、劳

动精神的培养等。

1.2劳动教育实施育人实效不显著

劳动教育作为大学生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五育并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历来就是我们重视的内容，但是在新时代大学生的培养中，

我们的劳动教育实施评价的育人成效相对德育、体育、智育、

美育较弱，效果不是特别显著，对于学生的直接影响没有预

期的效果，主要表现在目前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价

值观不完善，并且不能将劳动教育价值观与劳动实践相结

合，落实到学生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

（1）大学生劳动价值观念有待完善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价值观念有待完善，尚未形成完整的

劳动教育观念和价值观，所接受的劳动教育不能内化于心，

形成自己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随着信息时代的

高速发展，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的增加和拓宽，大学生在与

时俱进的同时存在自我意识较强、个人利益为上等错误理

念，本身是与劳动教育价值观相违背的。我们通过劳动教育

旨在让大学生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劳

动最伟大”等理念，使大学生真正的能够到祖国、到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但是目前的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观念

淡薄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

（2）未能将劳动教育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生劳动教育价值观有待完善，我们开设的劳动教育

理论课程理论性过强并不能够充实和完善大学生的劳动教

育价值观，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学生实现知行合一，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用劳动教育理论指导学生的劳动教育实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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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大学生的劳动教育理论与其实践不相统一，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存在脱节的情况，我们需要将劳动教育理论课与学生

的科技创新、就业创业、择业观、科技创新、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等结合起来，充实劳动教育必修课的主体内容，以学

生切身相关的内容引起学生的兴趣，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和

形式引导学生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逐渐的内化成为自

己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从而指导行动，将劳动教育的育人成

效发挥出来，只有如此才能将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完善高校劳动教育实施的措施

2.1 建立健全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完善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积极进行劳动教育课程改革、教学

改革以及教学研究，真正把劳动教育课办成大学生喜闻乐见

的好课。

（1）完善劳动教育课程设置

制定明确的课程计划，规定好整个劳动教育课程计划和

大纲，依据教材等，及时调整更改完善学生的培养计划和学

分设置，明确规划学生劳动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学期设

置、课程学时安排、理论课程与实践环节的具体划分、分别

占用学分等，使任课教师与学生清晰、明确的了解劳动教育

课程，并提高对劳动教育课程的认识和重视。

（2）制定明确的教学内容

在研判学生实际的基础上，统一制定、安排、指导任课

教师的教学内容，例如理论教学需要采用的教材、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等；实践教学主要的科技创新、志愿服务、“三下

乡”等参与的次数和要求。加强对于任课教师的管理，采用

集体备课的形式提高任课教师对于劳动教育的理解和准备，

确保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

2.2 建设职业化、专业化高校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在课程完善的基础上，我们要建设、培育一批职业化、

专业化、专门化的高校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完善对于劳动教

育的授课队伍，真正的提升劳动教育课的质量。

（1）招聘专兼职教师讲授劳动教育

高等学校招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等受过系统师范类专业

教育、培训的教师担任专兼职的劳动教育课教师，提升高校

劳动教育课教师的专业化、专门化程度。高等学校可以聘任

当地的劳动模范、工匠精神践行者担任校外导师，将学校的

第一课堂和社会这个第二课堂相结合，在拓宽学生视野的同

时，促进学生向身边的典型、模范学习，以此促进学生将劳

动价值观念内化于心，摒弃不劳而获、啃老、错误就业观择

业观等不良思想的侵蚀和毒害。

（2）定期组织开展教育教学培训

学校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需要高度重视专兼职劳动教

育课教师的培训和职业发展，定期组织开展劳动教育课教师

培训、集训等，不断提升专兼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

甚至可以定期开展该专业教师的教学大比武，促进教师教学

钻研能力的提升。

2.3提高对高校劳动教育的育人实效

劳动教育最后的落脚点要在育人实效上，我们要提高和

落实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不仅要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教

育观念，同时也要让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正确的

就业观、择业观，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1）培育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教育观念

通过劳动教育课程，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者的典型

来为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育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

教育观念，改变以往理论课的绝对说教和灌输，通过视频、

影片、故事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

逐渐的培育学生，使学生内化于心，并逐步的体现到其日常

的学习生活中。

（2）将劳动教育成果落实到实践中

引导学生将劳动教育理念落实到实践当中，达到知行合

一，理论联系实际，要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引导学生投入

“三下乡”社会实践中去，将自己专业知识运用到乡村振兴

中去，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积

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学校要积极为学生提供志愿服务的岗

位，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志愿服务工作；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专

业的实习实训，为学生在校期间提供了解专业岗位的机会，

以便于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真正的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劳动教育是国家、各个学龄阶段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依旧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这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真实写

照，时代再怎样发展，艰苦奋斗的传统依旧是我们安身立命

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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