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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承担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具有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学

生奋斗精神、塑造学生诚信品质、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意义。高校应针对目前劳动教育存在的内涵模糊、目标

认识浅薄、以文化人缺憾、评价手段单一等问题，围绕劳动教育人才培养、课程思政、实践平台、协同模式和制度

建设，从目标、结构、内容、实施、评价等五个要素构建具有高等院校特色、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课程，让劳动教

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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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0 日，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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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出“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

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劳动教育”［1］。高校

应根据《意见》要求及时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认真探索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充分发挥劳动教

育的综合育人价值，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高

度融合，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学校特色、专业特色

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课程化实施劳动教育，让劳

动教育贯穿于立德树人全过程。
一、新时代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

高校要认真落实 《意见》精神，把劳动教育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五育”并举，构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更多能够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一) 加强劳动教育，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历史

方位，对劳动和劳动教育作出重要论述。2018 年全国

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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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践行

立德树人使命，把劳动教育作为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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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奋斗精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引导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辛勤劳动，并以此为荣，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信念。理解辛勤劳

动对于丰富和发展自我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在未来学

习生活中努力奋进、自主追求与实现梦想的勇气。
( 三) 加强劳动教育，塑造学生诚信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诚实劳动”对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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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的意义时指出，“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

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

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教育学生要诚实劳动，遵守

职业道德，将“诚实劳动”提升到劳动者的义务与使

命的高度，从更深层次提高学生的劳动素质。
( 四) 加强劳动教育，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我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劳动形态正

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变化中，人工智能、物联网、信

息化生产逐渐成为社会劳动形态的主流。高校要顺

应时代发展，把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整合，

在劳动教育中孕育创新创业创造精神，在创新创业

教育中培养劳动创造精神。通过提倡 “创造性劳

动”，重点培养一支专业技能过硬、自主创新能力

高的新型劳动者队伍，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实现

教育、科技与经济三者协调统一发展［3］。
二、目前高校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引导、培养学生在劳

动创造中获得幸福感的社会氛围还不够深厚， “重

智育轻劳育”的现象仍然存在。根据天津师范大学

高亚伟的调查数据［4］，大学生劳动观念比较淡薄的

占 62. 5%，66. 7%的大学生缺乏勤劳朴素的劳动品

质和艰苦奋斗的劳动精神，劳动教育在高校人才培

养工作中缺位现象屡见不鲜。
( 一) 教育内涵模糊，劳动育人价值淡化

部分高校管理者对劳动教育的本质及内涵认识

肤浅，没有站在劳动教育课程如何更好地全面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融入校园文化和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的顶层设计高度去认识，在 “三全育人”的体系中

通过劳动教育课程进行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引导不足，

顺应时代发展开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的 “复

合型劳动”教育较少，没有足够重视学生良好劳动

素养和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培植，劳动教育应有的新

时代特征和育人价值性缺失。大学生群体中片面注

重理论知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

动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师生的劳动观念仍固化在

“体力劳动”的范畴，认为组织学生开展一些简单

的卫生打扫、义务劳动就是劳动教育，甚至沦为规

训和惩戒学生手段之一。
( 二) 目标认识浅薄，课程体系尚待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以尊重劳动的人民立场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劳动历史观，强调 “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但目前我国高校对劳动教育

的目标认识仍然不深刻，科学完善的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尚待构建，劳动教育课堂吸引力不强。首先，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高校劳动教育 “敬

业、精益、专注、创新”的核心价值在培养人才目

标中体现不足，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 “五最”劳动

观念的培养在 “三全育人”体系中受重视不够，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劳动精神的培养和评价没有可

量化指标，也缺乏通过劳动实践让学生体会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乐趣的课程设计; 其次，在课程开发层

面，高校劳动教育缺乏与学校特色、专业特征高度

融合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劳动学分制普遍没有

实施，劳动教材建设滞后，缺乏具有专业特色的活

页式教材、劳动实践指导手册。在课堂教学层面，

很多学校仍停留在劳动的理论课程传授，劳动教学

与工作生活技能相结合、劳动实践与体力脑力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开发与运用较为少见。
( 三) 劳动文化偏弱，以文化人氛围淡化

校园文化具有导向、规范、激励、凝聚和交流功

能［5］，校园文化的劳动教育氛围是一所学校已形成共

识的具有传承功能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情感

在校园中的精神格调［6］。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校园文化

在劳动教育的导向、规范、激励功能上偏弱。首先，

校园劳动价值观导向不足，如歌颂普通劳动者为主题

的优秀作品、劳模人物的先进事迹宣讲、校园内师生

热爱劳动的行为方式展现等都还有待加强，对不劳而

获、贪图享乐等错误言行或网络行为引导措施缺乏;

其次，劳动教育的规范、激励效果不明显。校园可视

的文化标识、人文景观如宣传栏、雕塑等布置不足，

专题栏目、主题教育月等较为少见，不足以起到规范

教育作用。校园文化中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元素偏

少，各类与劳动相关的社团活动、竞赛、成果展示等

激励作用不明显。
( 四) 制度建设滞后，督导评价体系不全

目前，劳动教育的督导和评价制度体系建设还

有待加强，没有建立社会、企业、家庭、学生参与

的多元评价主体。对学校层面的劳动教育评价上，

各类教育评估体系中鲜有对劳动教育的目标实现、

课程落实、实践活动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和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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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状况的评价体系，学生劳动课程 “学什么”和

“如何学”没有明确，难以得到学校决策层的足够

重视; 在针对学生个体的评价上，衡量学生全面发

展情况的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学生评优评先、升

学、毕业等重要节点上没有劳动素养的评价因素;

对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内容上，较少考虑经过劳动

教育以后是否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是否增

强对劳动的热爱、是否通过劳动教育给学生将来的

职业生涯带来帮助、为社会带去价值等。

三、坚持立德树人，构建具有高校特色的劳动

教育课程体系

新时代高校要积极破解劳动教育中的瓶颈和阻

碍，构建体现时代特征、框架完善的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从劳动课程的目标、结构、内容、实施、评

价五个要素构建具有高校特色、与专业特征高度融

合的劳动教育课程，以劳促进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协同育人，让劳动教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
( 一) 推进“课程思政”，明确课程目标

新时代劳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

效载体，高校要寓思想品德教育于劳动实践中，通

过劳动教育塑造学生正确的 “三观”。
1． 通过传授劳动知识、实践活动、文化浸润等

教育形式引导学生认可劳动对社会的重要性，把劳

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注重教育实效，引导

学生热爱劳动、主动劳动，让学生在系统的文化知

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参加劳动实践，出力

流汗，实现知行合一，获得身心全面发展［7］。在劳

动教育过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

实落实《意见》提出的劳动教育总体目标。
2． 将劳动教育融入到思政课程，并结合课程思

政深化劳动价值观教育。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

动问题重要论述，结合时政讨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

发展展望。全面加强新时代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熏陶，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在

劳动实践中树立劳动意识、培养劳动情怀，在劳动

体验中涵养德行、升华人格。
3． 更新思想观念、转变教育理念、创新工作方

法，结合学校特色和专业特点，将劳动教育作为教

育教学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建立科学、精细、完善、

多样的劳动教育体系，形成富有自身院校特色的劳

动育人机制，实现劳动教育目标。
( 二) 贯穿人才培养始终，建设多层课程结构

高校明确劳动教育在 “五育”中的基础教育地

位，将蕴含劳动教育的课程体系作为贯穿人才培养

工作的始终，落实、渗透到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和各

学科教育之中，多层次构建劳动课程。
1． 人才培养目标明晰。在劳动教育实践中明确

劳动教育作为教育目的的方向，构建有利于高素质人

才培养和立德树人教育功能的课程目标，开发具有学

校特色和专业特征的劳动教育内容，构建具有综合

性、实践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统筹考虑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总体框架，系统梳理各

类课程、各门学科中所蕴含的劳动教育元素和所承载

的劳动教育功能，对其它课程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

和要求做出整体设计，开设劳动教育通识课程。
2． 搭建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课程结构。根据劳

动教育所要实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合理分

配通识教育和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占比，使劳动实

践课程有计划、有特色，达到传授劳动知识、提升

劳动能力、培养劳动素养和劳动观念、端正学生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的目的。
3． 融入学生日常生活。把热爱劳动的理念和行

为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学习、工作各个环节中去，

使之成为一种生存方式。通过劳动教育体会劳动创

造之美，不断提升学生对自然界、对人类历史、对

社会的认识，构建社会责任感，形成热爱劳动、尊

重劳动人民的良好品质，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进而

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4． 培育公共服务意识。要利用各类公共危机、

公共事件等因势利导进行有针对性的劳动教育，鼓

励当代大学生在公共危机、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

强化社会责任，增强奉献意识。学校可定期邀请英

雄模范、劳动模范等，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引导

学生在重大疫情、国家重点项目或平凡的劳动岗位

上不畏艰难、百折不挠、敢于担当。
( 三) 拓展实践平台，丰富劳动课程内容

1．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课程要求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载体多元、手段多变，如此才能适应时代发

展和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这就要求各类高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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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企业资助、校企共建、校校共享等形式

的立体多维劳动育人机制，通过政府、地方、企业

等各方面资源的支持和提供必要保障，多途径保证

劳动教育有效实施。
2． 高校的劳动教育课程需要适应科技进步、经

济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需求，开展包含但不限于日常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通过在理念、

技术领先的企业、实训基地等实践锻炼，如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人类科技高地企业，让

学生感受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和劳动的新概念，接

受专业性服务劳动教育，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

性劳动能力［8］。
3． 高校要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多渠道多方位谋

划，争取社区的支持，开展多形式的社区服务、社

会实践、志愿活动等，在立体多维劳动育人机制下

建设适合专业特点的校内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的实

训场所，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模式在企事业单位内

开辟专业性较强的实践基地，达到劳动实践岗位、

操作工位与学生规模同步增长，特别是优先争取高

新企业为学生提供体验科技发展、体现专业前沿技

术的劳动实践机会。
( 四) 构建协同模式，保证课程有序实施

劳动教育课程实施需要创新劳动教育思路，根

植办学特色，引导、鼓励社会、学校、家庭、学生

全员参与劳动育人模式，构建综合立体的育人体系，

营造良好校园劳动文化、全员关心和支持劳动教育

的良好氛围，形成多方协同的育人合力。
1． 学校要创造各种条件，充分利用家庭、班

级、企业、社会的实践资源，整合各方力量参与到

学生劳动教育中来，实现劳动教育系统化，使劳动

教育课程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可结合

学生专业特点，通过“企业顶岗”“红色之旅”“三

下乡活动” “支援家乡建设”等形式多样的社会实

践，结合公共安全事件教育，创设教学情境，激发

劳动激情，创造更多学生获得劳动体验的机会，培

植劳动情怀，锤炼奉献精神; 结合公共安全事件的

感化和教育，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厚植面对重

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
2． 学校党政人员、教师、辅导员、工勤人员要

根据岗位特点发挥各自优势，牢记立德树人使命，

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在思想政治课程中专设劳动教

育专题，在课程思政中强调劳动精神的培育，多渠

道多形式为学生创造劳动实践锻炼平台，在教书中

培养劳动精神，在劳动教育中培育人。要建立科学

合理的劳动教育教师评价体系，制定全员参与、多

方协同的校内劳动教育框架，将各科教师指导劳动

教育和将劳动教育融入课程作为考核和评聘任的依

据之一，成为“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之一［9］。
3． 发挥家庭的基础作用。崇尚劳动的良好家

风，能潜移默化影响劳动观念。要积极争取家庭的

配合，通过在校时段的远程教育和假期在家日常化

生活的劳动教育，使学生养成勤俭节约和勤劳朴实

的生活习惯，学会通过劳动创造美好未来［10］; 也可

敦请家长鼓励、鞭策学生在假期参与与专业课程互

补的社会实践、社区服务、勤工俭学等，共同培育

劳动精神。及时向家长沟通学生在校劳动素养情况，

邀请参与劳动评价，形成家庭参与共同督促学生劳

动教育的良好生态。
( 五) 强化制度建设，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建立公正、科学的劳动评价制度和机制，把劳

动实践过程和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体系。
1． 学校要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下，将劳

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聚焦劳动技能提升、

劳动品质厚植，着力建构具有学校鲜明特色、专业

特征明显的学生劳动素质评价体系。将尊重劳动价

值置于评价首位，搭建包含劳动素养、劳动意识、

价值体认情况、劳动热情、课内外劳动过程和结果、

劳动技能、创新创业能力、顶岗实习成效、社会服

务质量、奉献精神等因素的量化考核机制。
2． 评价目标应能体现劳动教育的价值和实质

化，把学生的劳动兴趣、劳动自觉、创新力、组织

力、应变力、劳动效率、劳动成果等作为评价要件，

向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倾斜，根据学校办学目标和

专业特色建立劳动教育的量化考核标准，构建由教

师、社团、社区、企业、家庭、学生共同参与评价

的多元主体，提高评价公信力。
3． 建立健全劳动教育评价的审核、公示制度，

实施多元多维评价，让劳动教育评价公平公正公开，

让劳动教育可记录、可追溯、可评价，把劳动教育

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成为评优评先、升学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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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之一，从而调动学生劳动积极性，培养劳动

兴趣和自觉。

四、结语

高校要切实承担劳动教育责任，把劳动教育作

为落实立德树人的基本路径，让劳动教育成为培养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11］，

构建具有时代特征鲜明、学校特色明显、专业融合

度高的劳动教育课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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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Yongqing，ZHENG Fa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Fuji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plays a fundamental，leading，and overall role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cultivate students＇ striving spirit，
shape students＇ integrity and improve their creativity． In response to the labor education＇s current issues of ambiguous
connotation，shallow understanding of goals，lack of cultural personnel and single evaluation methods，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focus on personnel training，curriculum ideology，practice
platform，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ollaborative mode and construct labor education cours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five elements of goals，structure，contents，implementation，and evaluation so
as to make labor education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bor education; 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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