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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本科院校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实践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有效的劳动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实践可通过整合校内

外资源以提升劳动教育的实践效果、创新教育方式以增强学生的劳动教育体验，以及建立健全劳动教育

评价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创新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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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labor education in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ffective labor education should pay at-
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cultivate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ve con-
sciousness and teamwork spirit of the students. The practice of labor education in engineering 
majors can improv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labor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
side the school and can innovate education methods to enhance labor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90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902
https://www.hanspub.org/


刘羽熙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01902 557 教育进展 
 

student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of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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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人才培养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迫切需求。本科高校承担着培养各领域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是当之无愧的高等教育培养载体。在新时

代的背景下，劳动教育作为一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路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劳动教

育实践对于学生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具有重要意义[1]-[4]。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创造了人

本身，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通过劳动，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

不断进步[5]。在教育领域，杜威提出“做中学”的理念[6]，强调实践在学习中的重要性，而劳动教育正

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方式。然而，目前对于新时代本科院校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的研究

还不够深入和系统，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出适应本科院校工科专业特点的劳动

教育实践路径，以促进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这对于解决当前本科院

校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本科

院校工科专业劳动教育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探索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明确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意义，对

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本科院校工科专业

劳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2. 新时代背景下本科院校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2.1. 劳动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社会重要性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本科

院校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7]。学校通过自身办学定位及特色，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勤工助

学等，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应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增强诚实劳动意识，

积累职业经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树立正确择业观，具有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神，懂得空

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通过劳动教育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

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所以，本科院校通过劳动教育可以极大的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和劳动精神，促进职业发展，为社会培养出既有扎实专业知识又具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2.2. 以劳树德，培养工匠精神 

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具有工匠精神，劳动中树人。培养学生积极参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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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劳动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实习、社团活动等，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培养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劳动观念。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引导学生参加各

种技能培训课程，如计算机、英语、专业技能等，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同时，利用本科院校专业教师资源，培养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创新项目，如科技竞赛、创新

创业大赛等，通过团队合作和实践，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可以为未来的职业发展积累经验。

并且，劳动教育还能够培养耐心和毅力，通过参与劳动实践和技能培训等活动，增强心理素质和抗挫折

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挑战。 

2.3. 以劳增智，践行知行合一 

本科院校劳动教育目标是促进学生学习知识和应用技能，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增强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提高就业竞争力，以劳增智，践行知行合一。通过劳动实践，学生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

应用到实际操作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劳动实践还可以帮助大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高。劳动教育还能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劳动中，学生通过实际操作、解

决问题，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

打下基础。学生通过劳动实践，可以了解社会和职业的需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并且，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通过

劳动实践，大学生可以积累实践经验、提高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从而增强就业竞争力。 

2.4. 以劳强体，铸民族脊梁 

劳动教育的重要体现是强身健体，培养顽强意志力。通过参与劳动实践，学生可以锻炼身体，增强

体质，提高抵抗力和适应能力。同时，还可以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帮助他们培养坚韧不拔的品质和

积极向上的心态。其次，培养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在劳动过程中，学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

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另外，

劳动过程还能够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在劳动实践中，学生通过与他人合作、交流、协调，增强他们的团

队协作能力，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拓展视野，提高综合素质。最后，本科院校通过劳动教育可

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通过参与劳动实践，可以深入了解国情、民情和

社情，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优秀传统，从而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2.5. 以劳育美，做时代先锋 

青年是时代进步的推动者和缔造者，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关系到国家

的未来。本科院校劳动教育培养着新时代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通过劳动实践，大学生可以接触

和体验到各种美的元素，如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等。在劳动中，通过关注细节、追求完美，培养他们

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美的创造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更重

要的是，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通过参与劳动实践，了解社会和职业的需求，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大学生的勤奋、诚实、自律等道德品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生活

打下坚实的基础，做时代先锋的前进者。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通过参与劳动实践，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同时，劳动

实践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把劳动纳入教育的

整个过程，可以使学生通过参与劳动实践实现全面发展和成长。劳动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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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培养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8]。因此，劳动

教育对于新时代本科院校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新时代本科院校工科专业的劳动教育实践问题研究 

3.1. 目前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新时代背景下，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教育方式单一化、内容设计的不合

理以及与实际需求的脱节。首先，现行的工科专业劳动教育方式存在单一化的倾向，大部分劳动教育方

法仍停留在传统的打扫卫生模式中，缺乏专业劳动实际操作环节和真实场景的培养。其次，工科专业劳

动教育的问题还表现在内容设计上的不合理，一些学校仅侧重于个人的劳动教育，忽视了综合能力的培

养，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团队合作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另外，工科专业劳动教育缺乏

与实际工作需求的紧密结合，部分学校的工科劳动教育与实际需求脱节，无法有效地培养符合市场需求

的高素质人才。最后，劳动教育本应在本科院校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实施，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学校对

劳动教育的投入不足，缺乏相应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实践环境。更进一步地说，缺乏合适的实践路径及

培养机制也制约着工科专业劳动教育的发展与实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对工科专业劳动实践

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而为新时代本科院校工科专业劳动教育提供更有效的路径与策略。 

3.2. 对问题产生原因的探究 

对于目前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入探究其原因。首先，工科专业的知识体系发展迅

速，新技术不断涌现，但传统的劳动教育模式未能及时跟进。这导致了劳动教育内容与实际需求之间存

在一定的脱节，学生们无法及时了解和应对最新的工程实践要求。其次，在校企合作的劳动教育实践环

节中，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也存在问题，学校较少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实践机会以及有效的

导师指导，而企业也不能及时反馈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另外，劳动教育实践的落

地缺乏有效的评估和激励机制。学生在劳动教育实践中的付出与收获没有明确的关联，这使得学生们对

于劳动教育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新时代本科院校工科专业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4.1. 整合校内外资源，提升劳动教育的实践效果 

为了提升专业劳动实践的实践效果，我们可以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校内资

源包括实验室设施、教师的指导和专业知识，而校外资源则可以包括企业的实习机会和行业的参观交流。

通过与校外合作，学生能够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了解企业的运作方式，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

题的解决中。同时，校内的实验室设施和教师的指导也能够辅助学生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知识。劳动教育不仅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升。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发

挥学生的潜能，并促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4.2. 创新教育方式，增强学生的劳动教育体验 

为了增强学生的劳动教育体验，本科院校工科专业需要创新教育方式。首先，可以通过项目实践来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工科专业的学生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在项目实践

中，学生可以亲自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和管理，通过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所学知

识的实际应用，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次，可以引入创新的劳动工具和技术，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兴趣。例如，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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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建出真实的工作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际操作，提供了一个具有真实感的学习环境，激

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此外，还可以引入智能化的劳动设备和工具，例如智能工具箱、智能监测系统

等，这些设备能够提供更方便、高效的劳动方式，使学生有更好的教育体验。另外，还可以开设工科专

业相关的实习课程，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际操作和实践。通过实习课程，学生可以亲身体

验真实的工作流程，了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和挑战，并学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习课程还可以帮助学

生建立起与企业的联系，提前了解职业发展的机会和要求，为毕业后的就业做好准备。 
最后，学校可以积极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项目和实际研究。通过与企业合作，学生可以直接参与

真实项目的研究与实施，深入了解工程实践的要求和标准，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如设计一个

工艺流程或开发一款产品，让他们从最初的问题分析到最终的解决方案，体验到完整的工程过程，提升

他们的实践能力。此外，学校还可以举办专题讲座和工作坊，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来讲解相关知识

和经验，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启发。通过创新教育方式，增强学生的劳动教育

体验，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工业和技术的

发展需求，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挑战。 

4.3. 健全评价机制，提高学生的劳动教育积极性 

为了有效推动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首先，评价机制要全面客观，传统的评价方式过于依赖考试成绩，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劳动能力

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在建立评价机制时，应该充分考虑工科专业学生的特点，将劳动教育的内容

与学科知识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实践项目的评估、创新能力的评价、团队协作能力的评估等多维度的评

价方式来衡量学生的劳动教育水平。 
其次，激励机制要多样灵活，不同学生对于劳动教育的需求和动力来源各不相同，因此，激励机制

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采取多样化的激励手段和方法。例如，对于认真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学

生，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荣誉称号；对于在实践中表现出色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发展

空间。同时，要注重及时反馈，及时对学生的劳动教育成果进行认可和激励，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

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最后，建立健全的评价与激励机制还需要注重长效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劳

动素养和实践能力，因此，评价与激励机制不仅仅是针对一次性的项目或活动，而是需要长期、持续的

推行和跟踪。在建立机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

正，并及时修正和调整机制，以适应新时代下工科专业劳动教育的发展需要。总之，只有通过合理科学

地评价和激励，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提高他们的劳动素养和实践能力。 

4.4. 落实实施方案，进行劳动教育路径实践运用 

以滁州学院为例，该校严格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基本原则

和相关要求[9]-[11]，以生为本，制定学校日常生活劳动实践实施方案、服务性劳动实践实施方案，以及

劳动教育考核细则，保障学校劳动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方案基础上，针对

各学院各年级学生在不同学期开设的劳动实践模块分别制定相应具体的劳动教育计划，对劳动教育的目

标体系、课程体系、实施体系和保障体系提出明确要求，确保劳动教育实施有规划、条件有保障、效果

有影响。 
具体开展劳动教育的师资主要为班主任和班导师，在学生工作相关评选表彰中突出劳动教育要求，

根据学生劳动实践参与情况对其进行考核，未达要求的，考核为不合格，学年内不能参加各种评奖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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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先等活动。学校重视劳动教育开展，所需的经费、场地、仪器设备落实到位，对劳动教育指导教师进

行培训。 
在劳动教育教学实施方面有明确的实施办法和考核体系，设计理论课、实践课、劳动教育周等多元

化劳动教育形式，构建生产型劳动、生活型劳动、技术型劳动、创新型劳动等学科专业融合的劳动课程，

不断探索将劳动教育推向纵深。组织大一全体学生学习《劳动通论》课程，专业实践和实验课能有机融

入劳动教育，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品质，并结合各学院学科专业特色，开展多样化的劳动教育特色

活动，注重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融入社会实践、融入创新创业，以育人为关键打造有创新的劳动

课程体系、开展接地气的劳动习惯培养。专业劳动实践结合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和特色劳动教育资源，将

专业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纳入教学内容，探索构建通识性与特色性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模式。 
例如，有的学院邀请高校知名学者和行业企业专家做有关报告，组织学生聆听后计入劳动学分，拓

宽学生劳动教育视野；带领学生赴企业观摩学习，增强专业劳动感性认识；组织学生开展社会服务劳动

锻炼，进行实验室安全管理、仪器维护、玻璃仪器易耗品及药品试剂领取发放等校内劳动锻炼，开展实

验室、办公室、绿化带清扫工作，检查校园车辆摆放等系列实践活动；注重榜样示范作用，充分利用微

信公众号等学生平台，发布劳动模范视频，加强劳动教育宣传，强化劳动观念；通过指导学生参与企业

帮扶、项目研发、创业实践等劳动过程，满足学生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 
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劳动实践活动，学生们不仅提升了实际操作能力，还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校园志愿服务中，学生们学会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参与企业帮扶

让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提高了专业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项目研发和创业实践则激

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劳动实践路径有助于培养出

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本科人才，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推动社会经

济的持续发展。 

5. 结语 

通过对新时代背景下本科院校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存在问题分析，提出了新时代本科院校工科专业

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的一系列方向，包括整合校内外资源以提升劳动教育的实践效果、创新教育方式

以增强学生的劳动教育体验，以及建立健全劳动教育评价与激励机制。滁州学院在工科专业劳动教育实

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展望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高校的工科专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实际项目；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将劳动教育与工科教育、人文社科等学科融合，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建立完善的劳动教育评价与激励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关注学生需求和

社会需求的匹配，提升劳动教育实践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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