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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劳动教育是在马克思“教劳结合”思想的指导下，在总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初步

探索、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马克思“教劳结

合”思想角度看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发展期、停滞期、攀升期、徘徊期和开拓期等5
个历史阶段。尽管过程中出现过曲折、徘徊甚至停滞时期，但总体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是随着社会进步

和时代变迁呈现出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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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abor education is 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s thought 
of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work” and in the process of our initial exploration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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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opening up, modernization and great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ought of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labor”, the develop-
ment process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has roughly experienced five historical stages, namely, 
the development period, the stagnation period, the climbing period, the wandering period and the 
development period.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tortuous, wandering and even stagnant periods in 
the proces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abor education shows a wave forward and spiral 
upward trend with social progress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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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教育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板块，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社

会主义一以贯之的教育方针。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就是将马克思“教劳结合”思想与中国具

体实践不断结合和完善的过程。本文以马克思“教劳结合”思想为指导，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

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总结这七十多年来我国劳动教育在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该过程中暴露出的劳动价值弱化、劳动观念淡化及劳动行为目的

化等问题。旨在为新时代劳动水平的提高，劳动教育的创新发展，劳动者劳动素质、劳动技能的培养提

供借鉴思路。 

2. 初步探索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为生产服务(1949~1958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劳动人民的教育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将新中国的教育与农业农村劳动生产相结合，提出我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

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型文化劳动者[1]。此后，在 1949~1956 年间，我们党在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国

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建设有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的文化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党

和国家强调我们是依靠人民革命取得的胜利，广大劳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一时间劳动人民的地位极

大提高，劳动人民也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之后党和国家陆续颁布一系列法规，来夯实劳动

人民的教育权力，劳动教育地位显著攀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文化教育主要是为了适应新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完成社会

转型。1952 年颁布《中学暂行规程》，教育部将“爱劳动加入到国民公德的教育课程中”[2]。该规程起

草试行后，不仅对中学生群体教育方向进行调整，也在整个社会得到了广泛应用。一方面对社会上知识

分子宣传劳动观，鼓励其与工农阶级紧密结合，在劳动中学习实践知识，反哺理论；另一方面对农民及

工人进行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用文化武装头脑，抵制腐朽的封建迷信，使其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

这个时期新中国反思了近代劳动教育理念中的不足，同时借鉴了苏联中积极的劳动教育观，推动新民主

主义国家的劳动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1953 年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为工农服务”，劳动与教育的结

合更进一步，逐渐成为社会的大趋势，教劳结合思想也成为主流思想。1958 年又将教育调整成为服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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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坚持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服务。这个时期党和国家一以贯之地坚持

马克思“教劳结合”思想，将教育和劳动二者融为一体，教育理论涉及并指导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过

程中反应出教育理念。劳动者的地位明显提高，劳动为全民响应，全国上下树起“劳动最光荣”的崇高

信念，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劳动教育的发展。 

3. 停滞不前与调整：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劳动教育被曲解(1958~1976 年)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

教育领域，教育与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被歪曲，将大办工厂与大办学校等同，学校成为劳动的主阵地。

知识分子被强迫劳动，教育置于生产劳动之后，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农业领域，各级地方为

了完成指标，夸张农业亩产量，谎报农业收成，浮夸风越演越烈。在工业领域，全民大炼钢铁盛行，除

了妇女老人和孩子，其他劳动者必须进行义务劳动。大批劳动者对大强度的劳动不满，逐渐失去劳动热

情，甚至在生产过程中还出现各基层和官员滥用权力，随意对劳工进行劳动管制，严重打消劳动者的积

极性。这一阶段劳动教育的发展因劳动被打压和滥用而停滞不前。 
1966~1976 十年间更是进一步阻碍了劳动教育向前发展。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鼓励城镇知青上山

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小资思

想，与工农阶级联系不是很紧密。思想上容易产生动摇和享乐，对此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十分

必要；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希望知识分子将国内国外一些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到农村去，利用自己的文知

识化和开阔的眼界，帮助农民阶级思想进步。这一方针政策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最好的实践方式，劳

动教育本应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时期以“四人帮”为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恶意曲解，严重打击

知识分子，将劳动变成了惩罚手段，将自觉自愿的劳动行为恶意贴上“劳动改造”的标签。在这一阶段，

劳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劳动者的热情已然被扑灭，劳动教育没有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反而遭受重

大挫折。总得来说，在 1958 到 1976 年间社会主义初步探索阶段，由于“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教

育方针被扭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教条式地理解贯彻，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劳结合思想，阻碍

了劳动教育的发展。 

4. 重回攀升与巩固：改革开放时期劳动教育与科技结合(1978~2002 年) 

1978 年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我们重新审视当前国内国际形式，对教育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邓小

平提出教育必须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3]。在改革开放初期，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社会主义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提出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明当下社会改革进步的关

键在于科学和教育。此后，教育领域掀起了改革和调整之风，恢复之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促进教育为生产力服务，推动生产力进步。劳动教育便开始了全面探索发展，劳动教育也得以恢复发展，

进入了再次攀升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促进教育与劳动技术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教劳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 
1992 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基础上，党中央提

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和世界科技革命，各国都纷纷意识到教育是推

动科学技术的关键，必须把教育作为劳动的必要条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

期，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和劳动教育，使得劳动教育的发展也迈入了历史的崭新一页。马克思“教劳结合”思想也着眼于提

高社会生产，从各国的实际出发，以大工业的技术为基础，与现代科学相结合[4]。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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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的劳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全国中小学、高校纷纷开设

劳动技术课程、大力支持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劳动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板块。这个时期的劳动教

育发展骤然上升，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改革开放期间劳动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受“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的影响，劳动教育逐渐向科学技术的层面发展，成为生产技术、科技技术的手段。这个时

期的劳动教育逐渐重回攀升阶段。 

5. 缓慢前进与徘徊：新世纪劳动教育被智育弱化(2002~2012 年) 

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高考制度恢复近 30 年来，在整

个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考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事关广大学子的个人命运与前途，但同

时高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导致应试教育盛行不衰，“一考定终生、一考论

英雄”的应试导向遍布整个社会。这一度造成部分学校或地方，片面追求升学率，重视智育，轻视德育

和体育，忽视劳动教育。部分大中小学开设的劳动技术课程成了摆设，甚至直接被取消，不合理的高考

内容培养出一大批“高分低能儿”。学校过分追求分数、成绩、排名，以至于学生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投

入各种实践活动，学生动手能力极差。这极大削弱了学生们天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了一批顺应高

考模式的“考试工具人”。这种制度下的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阻碍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教劳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显然，这个时期劳动教育被弱化、边缘化，与马克思提出的教劳

结合思想下培养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理念相违背。 
这个时期的学生长时间脱离工农群众、远离生产劳动，导致其严重缺乏务实精神，在社会上出现一

批极端享乐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党和国家逐渐发现教育领域中存在“劳动教育被虚化”的教育弊

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五育”和“四化”人才的方针与实际操作存在偏离。面对劳动教育被“智

育”弱化现象，党中央快速制定方针政策和解决办法，对高考制度下应试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和调整。教育部颁布相关文件，将劳动科学技术课向第二课堂拓展，开展相关综合实践活动，提高学生

创新能力和劳动素养水平。党和国家及时调整教育，缓解了校园劳动教育的尴尬地位，但这批青少年群

体长期养成的错误劳动观却没有得到根本纠正。与社会主义十年探索时期相比，该阶段部分学校和地方

对劳动教育的发展等同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劳动教育没有达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同步发展的预期，反而使劳动向异化的方向发展，劳动教育被边缘化，呈现缓慢向前发展的趋势。 

6. 开拓创新与深化：新时代劳动教育聚焦育人功能和技能素质培养(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劳

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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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坚

持将“五育并举”列入党的教育方针[6]。同时提出，劳动教育是立德、增智、强体、育美的基础，将其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核心在于阐明劳动为荣、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乐于劳动、

勤于劳动、甘于劳动的价值观。劳动教育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推动劳动者树立起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

注重对劳动者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强调实操劳动、创新劳动，对劳动行为本身更加重视。 
2013 年教育部提出“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向工厂和田间

地头，积极参加劳动体验活动。在大中小学生三个不同学龄阶段课程中融入了关于现代职业教育的特色

内容，各大高校也纷纷开展了有关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的活动，引导学生发现职业劳动的乐趣，为其拓

宽第二课堂，更好地将课堂理论运用于实践生活中。2015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59


周婉如 
 

 

DOI: 10.12677/ae.2023.133159 1010 教育进展 
 

意见》，加强了劳动教育的口号和实践活动，从校园拓宽到社会层面，推动劳动教育一体化的进步和发

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定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拘泥于为生产服务、为科技服务，进而更加重视劳

动素质及价值观的培养和提高[7]。2020 年党中央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了学校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方向，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课程和

活动提供了参考[8]，推动一大批企业进校园，促进校企融合，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新时代劳动教育重新审视以往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劳动价值弱化、劳动观念淡化及劳动行为目的化

等问题，将劳动教育置于“五育”的关键位置，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同时在学校和全社会掀起劳动

一体化教育热潮，将劳动教育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培养劳动个人兼具扎实劳动技能和较高劳动素养

的双重能力，使劳动成为自觉行为，开拓创新，推动劳动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 

7. 结语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飞跃是

靠全体中国劳动人民双手奋斗出来的，是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指导下，

不断对劳动教育进行调整和改革的重大成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是一

种必然的社会趋势。从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得出：教育和劳动是一对互利平衡的社会关

系，重劳动轻教育的结果是培养出一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纯粹劳动者；重教育轻劳动会造就一批纸

上谈兵、空有理论缺乏实践的知识分子。对此，在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指导下，审视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为当下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五

育并举、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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