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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从历史传统、国内外形势以及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状况来看，必须通过居安思危理念加强大

学生的劳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精神、素养和能力。但居安思危理念融入高校劳动教育存在诸多困

境，政府、社会、高校和家庭还未形成有效培育居安思危意识的合力，“居安”地位普遍化，“思危”

意识无法较好融入大学生中间，为此，必须构建政府、高校、社会及家庭协同教育机制，加强居安思危

理念融入劳动教育的组织领导，树立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劳动观念，完善劳动教育评价激励机制，让大学

生能够清醒地认清现实，找准自身定位，为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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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and the 
growth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abor education of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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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and comprehen-
sively improve the labor spirit, literacy and ability of student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ifficul-
ties in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into the labor educa-
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socie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amilies 
have not yet formed a joint force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 awareness of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The social and famil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s the organi-
zation and leadership of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into 
labor education, establishes the labor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and improves the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of labor education,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clearly recognize the reality, find out their own positioning, and be fully prepared for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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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安思危理念是指在安定的环境中，我们也要时刻保持警觉，思考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并做好

相应的准备。内涵一种自觉的压力和动力，孕育着清醒、警觉、奋进和坚韧，对涵养中华民族先进分子

的浩然正气和高尚情怀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当代大学生直面现实问题和迎接未来的挑战都是十分必要

的。当代大学生多为“00 后”群体，一方面他们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可爱可信。但客观上他们的知识

体系构建尚未完成，社会阅历尚不丰富，情感心理尚不成熟。部分大学生存在“纸上谈兵、光说不练”

等突出问题。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并未取得理想效果，造成一些大学生对自己职业生涯

没有明确方向和规划，进入社会后不具备科学的劳动观念和良好的劳动素养，影响自身职业发展和就业

稳定性。进入新时代，应努力构建政府、高校、社会及家庭的协同居安思危理念教育机制，以期为高校

有的放矢将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2. 居安思危理念融入高校劳动教育的必要性和主要遵循 

面向未来，我们应当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始终保持如履如临的谨慎、居安思危的忧患，时刻准

备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只有真正做到既解近忧、又怀远虑，才能不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1] [2]。 
劳动教育强调“教劳结合”，通过传授劳动相关理论、指导劳动实践技能、培育正确劳动观念，注

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居安思危理念不是单纯的传统文化教育，它更是一种

深刻的生活哲学和处世智慧，提醒世人在平安稳定的环境中，也要时刻保持警惕。这种理念不仅体现了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对自我完善、主动作为和持续发展的追求。由此，劳动教育与居

安思危理念在教育内容、目标层面的融合具有一致性与必然性。协同育人视域下两者的有机融合，既能

提升劳动教育的新视野和实效性，助推高校高质量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有利于居安思危理念

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坚实了其融入高校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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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将居安思危理念高质量融入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之中，才能更好地激发大学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一) 居安思危理念是劳动教育发展的动力源泉 
居安思危理念下的劳动教育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饱经

磨难的历史，先人很早就对居安思危理念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古代《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提出“居安

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伟大思想家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箴言，就是说如果

一个人永远在一个安乐的、顺境的环境中间生存的话，不可能有大作为，只有具备忧患意识，经历重重

挫折的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可以说，中华文明能够 5000 年薪火相传，中华民族能够越过历史的沟沟坎

坎、经历一次次生死存亡的考验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时至今日，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育人指导理念要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好劳动教育，要通过居安思危理念强化劳动教育，不断破解大学生急难愁盼劳动观。时刻注意研判工作

中的显性和隐性问题，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关系、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劳动教育发

展过程中存在问题[3]。因此，居安思危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育人理念，为当代劳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保障。 
(二) 居安思危理念能够涵养大学生劳动品德 
《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

际。在尊重学生、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丰富学生居安思危的情感体验，一方面，居安思危意味着在安逸的

环境中保持警惕，预见并应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忧患意识，使

他们更加珍惜现有的劳动成果，并时刻保持对劳动的尊重和热爱。另一方面，居安思危能够激发大学生

的劳动积极性。在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和不易之后，他们会更加珍惜劳动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的劳动技

能，从而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此外，居安思危还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他们不会选择逃

避，而是会勇敢地承担责任，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精神对于涵养劳动品德、塑造健全人格具

有重要意义。 
因此，每一位大学生都应当深入领悟“居安思危，实干兴邦”的实践指导意义，设法使其内化为积

极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素养和技能水平，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和贡献社会打下坚

实的基础，争创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三) 居安思危理念能够培育大学生劳动情怀 
居安思危理念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大学生更加珍视劳动的价值，明白劳动是创

造美好生活的基石。通过劳动，学生不仅可以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更能实现自我价值，体验成就感和自

豪感。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时，拥有这种理念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将劳动视为一种成长和锻炼的

机会，而不是单纯的负担或被动地接受。他们会更加投入地参与劳动，通过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劳动技

能和综合素质。 
高尔基曾说：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居安”往往意味着熄灭，而

“思危”往往意味着燃烧。因为社会不会怜悯任何人，不要把个人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大学生要主

动作为，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拥有居安思危理念的大学生，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

使命，积极投身到劳动实践中，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居安思危和劳动情怀相辅相成，可以帮助大学生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同时也

可以培养他们的劳动精神，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大学生的个人素质和能力，更能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

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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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居安思危理念能够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 
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

灵魂。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居安享乐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

于突破现状、勇于创新、居安思危的人们。只有创新才是适应变化、发展壮大的有效办法。如果满足于

现状，固步自封或者对待客观的变化自怨自艾，都没有什么出路。斯宾塞·约翰逊的《谁动了我的奶酪》

告诉世人：在事业和工作相对轻松的时候，要居安思危，反思继续发展的空间，追求更加卓越的境界。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满足于现状或者吝惜于发展所要投入的成本和惧怕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无疑

会因小失大，陷入当前的境遇而止步不前甚至逐渐消亡。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龄阶段，如果能够积极拥抱居安思危理念，

就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不断地超越现实，克服意识和行为上的安逸

与惰性，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3. 居安思危理念融入高校劳动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盛

世之下更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居安思危理念融入

劳动教育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政府参与高校劳动教育不够深入，高校主体对劳动教育体系建设有待提高，

社会对劳动教育的关心和支持不足，家庭及学生自身对开展劳动教育不够重视。 
从政府层面看：1) 缺乏对高校劳动教育的足够重视和支持，对高校在推进劳动教育时缺乏明确的居安

思危理念指导。尽管劳动教育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方也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校地合作，但劳动教育更多

地还是被界定为学校的职责范畴，地方政府统筹作用发挥的并不充分，对于居安思危理念与劳动教育相结

合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认识不够[4]。2) 资金投入不足。劳动教育需要相应的场地、设备和师资等条件，而这

些条件的改善需要政府给予足够的资金投入。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大学劳动教育的开展就可能

受到限制。3) 监管不到位。政府对高校劳动教育的监管可能不够到位，导致部分大学在劳动教育方面存在

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4) 社会氛围不足。居安思危教育理念的推广和实施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

若政府未能积极营造居安思危教育社会氛围，就会导致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的推广受到阻碍[5]。 
从社会层面看：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科研院所的参与力度还不够，普遍停留在给予学生实习实

践、志愿服务等劳动机会的层面，有劳无育的问题普遍存在[6]。部分企业过分关注劳动力可以带来的经

济效益，忽视大学生居安思危意识的养成。因此社会各界应广泛参与到高校劳动教育体系中来，同时可

将高校毕业生突出的就业难问题，与部分地区“人才荒”问题，形成了供需耦合。 
从高校层面看：1) 部分高校将教育的重点放在专业知识的教育方面，仅将劳动教育作为辅助性课程，

使得居安思危理念在劳动教育中的效果和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出来。2) 劳动教育师资综合素质能力有待提

高，没有树立居安思危教育理念，忽视劳动教育的内涵，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实践育人能力。3) 教学

管理机制不健全，课程体系建设水平较低，从目前高校开展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来看，所选的教育方式局

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灌输”，很少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教学设计，学生课业繁重或对劳动教育

内容被动接受缺乏兴趣，4) 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导致居安思危教育的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无法得

到准确评价，也无法促进劳动教育的不断改进，无法持续提高教育质量。 
从家庭层面看：家庭教育对劳动教育的态度模糊。这一代大学生的家庭大多不愿意让孩子吃苦，更

遑论让这些家长对其子女进行居安思危理念式劳动教育。“养尊处优”“啃老族”等现象普遍存在。大学

生宿舍脏乱视若无睹，挥霍消费理直气壮，就业前景无所畏惧！被歪曲的“佛系潮”，被热捧的“享乐

风”，被遗忘的“奋斗史”，大学校园内劳动精神的下滑的确值得关注和思考。另外，部分大学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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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理想，主要是由于没有忧患意识的原因所导致，因此，加强大学生居安思危教育是当前加强和改进

劳动教育的重中之重。 

4. 居安思危理念融入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 

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是一个富有深意且极具现实意义的教育创新尝试，这种融

合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劳动的理解与尊重，更能培养他们的忧患意识，此外，全面推进居安思危理念

建设，也是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并寓此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这是人才培

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以此推动居安思危理念在高校劳动教育中的融入。 
(一) 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 
首先，各地政府、教育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居安思危理念建设的领导，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高校

劳动教育建设工作方案，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相关部门联动、院系落实推进、自身特色鲜明的居安思危

理念工作格局。其次，要加强政策协调配套，统筹中央和地方财政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等资金，支持高校

推进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建设。例如，政府可以出台支持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科

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加强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以此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项目合作，加强

学生深入思考和理解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这不仅可以提高合作效率，还能够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另外，政府应制定明确的监管政策和标准，确保高校在居安思危理念建设方面有明确的指导和规范，

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社会、高校师生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对居安思危理念的认识和重视。帮助他

们增强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 
最后，官方媒体要积极宣传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舆论引导。可以通过发布相关报道、专题讨

论、访谈等形式，深入剖析居安思危融入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导大学生树立居安思危理念。

同时，结合时事热点和社会现象，还可以对居安思危的成功案例进行宣传和推广，激发大学生参与劳动

教育的热情，帮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二) 发挥社会的资源优势 
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各企

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各类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要组织动员相关力量、

搭建活动平台。总之，社会要积极承担起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的责任，通过舆论引导、加强合作，

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新时代劳动者贡献力量。 
(三) 发挥高校的主体作用 
高校是将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培育当中的“主战场”。对于高校来说，推进居安思危理念建

设，有助于培养具有前瞻性和应对能力的人才，促进学校的长远发展。 
首先，重视居安思危理念的指导地位。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等形式，向他们普及居安思危的理念，

让他们认识到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同时，还可以将居安

思危理念融入日常教学中，通过课程设计和实践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感受到这一理念的重

要性，另外，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培育还与学生的独立精神有关。从学生维度出发，劳动教育应该着重培

养大学生自理、自立、自强等精神特质[7] [8]。强化高校师生对劳动精神的认同，重塑“思危”的指导地

位，充分调动高校师生参与劳动教育实践的热情，为居安思危理念的融合性改革提供思想保障。 
其次，健全高校居安思危理念教育教学管理和评价体系[9]。一方面，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和应对能

力。这包括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警和预测，制定科学有效的应急预案，

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地应对，加强学校的安全管理，提高校园的安全防范水平。通过

这些措施，高校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为推进居安思危理念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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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除了传统的理论成绩评价外，还应关注学生在面对危机时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心理素质、应对

能力、团队协作等方面。逐渐形成过程性评价，重视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表现，通过观察、记录

和分析，了解他们在危机情境下的行为特点，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和

家长，帮助他们了解自身在危机应对方面的优点和不足，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教学策略和管理措施，提高

居安思危理念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最后，高校可以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进居安思危理念建设。例如，高校与政府部门、

企业、其它高校等开展研究项目，共同探索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方法和策略，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认识风险、增强应对能力。还可以探索将居安思危理念与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劳动与智慧结晶[10]。 
(四) 发挥家庭的责任意识 
首先，家长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讲述一些真实的故事或者历史案例，让孩子了解世界并不是永远安全

和平的，有时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危机。这样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到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培养他们对未来

的警觉性。另外，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世界新闻，让他们了解社会的不公平、环境恶

化等问题，从而激发他们思考如何为改变现状做出贡献。家长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比如，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导和支持，但不要过度干预，让孩子学会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展示出积极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态度。孩子们通常会受到家长

的行为的影响，所以家长的榜样作用非常重要。同时，大学生自身要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当今大学生

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世界里，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是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的重要基础。有助于自身

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总之，推进居安思危理念融入劳动教育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政府、社会、高校以及

家庭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实现居安思危理念的价值和意义，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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