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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内容之一，是指导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劳动教育肩负着培育时代新人的重大使命，高校

在面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时，劳动教育对帮助大学生

树立正确劳动观、理解劳动正确概念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高校劳动教育存在着劳动实践活动开展不足、

劳动教育内容空洞、劳动教育体系不完善等多种问题，应围绕明确劳动教育育人目标、完善劳动教育内

容、开设劳动教育特色课程、构建完整劳动教育体系、配齐劳动教育教师队伍进行实践改进，以提升劳

动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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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is the most basic practical activit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fundamental force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Labor view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Marxist the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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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guiding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abor education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cultivating new people in The Times. Wh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labor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a correct labor view and understand the correct concept of labor.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insuf-
ficient labor practice activities, empty content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mperfect labor educ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practical improvement around clarifying the goal of labor education, 
perfecting the content of labor education, setting up characteristic courses of labor education, con-
structing a complete labor education system, and equipping the labor education teachers,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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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马克思劳动观的三个维度 

1.1. 劳动使人回归本真状态 

“劳动”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是创造新价值的

必由途径，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是通过劳动而产生的。劳动在我国有着较长的发展历程，劳动教育更

是自古已有，在大量的古代著作中都有关于劳动的故事，体现了古代特有的劳动思想。如《史记》中记

载的周武王亲耕以及《列子》中记载的“穿杨贯虱”的经典故事均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劳动思想和古人对

待劳动的态度。正是劳动人民通过勤耕不缀的辛劳努力，才为社会的发展和运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创造了流传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和社会都是由劳动所创造的。这深刻表达了劳动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

重要性，而且指出劳动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方式，是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生活的必由之

径[1]。人要实现本真状态，即自发地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各种实践，就离不开劳动这个途径。因为劳动

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离开人，劳动也不能称之为劳动。 

1.2. 劳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劳动”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在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认

为劳动是促使人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劳动，它不仅生产人们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也在这个过程

中生产了人本身，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而劳动反映着人的本质属性，所以

归根结底，劳动它是自由的。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

道的[2]。”在“生存”这一前提下，人们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就必须依靠劳动，通过劳动的实践活

动，人们改造自然并将自然运用于自身，创造除了劳动产品。在劳动过程中，除了生产了生存所必须的

物质外，还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世界，这就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目前，我们国家正

处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前迈进的过程，人的劳动状况，也正从被迫的、被驱使的劳动转向到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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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中。人要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劳动是必由的路径，通过劳动的实践，人不停地改造自身，将自

身发展与社会发展融合到一起，与社会共同进步，并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1.3.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揭示了劳动是创造价值

的唯一源泉，肯定了劳动对于国家存亡、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根本价值[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这就指

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都需要通过劳动创造。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劳动铸就了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奋斗精神。在古代社会，日渐丰富的物质基础都是由人们通过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

创造出来的，由此可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正是因为先辈们的劳动，才创造了如今和平、幸福

的社会。 

2. 高校劳动教育现状 

2.1. 劳动实践活动开展不足 

高校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要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良好

的资源和平台[4]。劳动教育的开展晚于其他类型的教育，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意识不强，高校不够

重视。 
首先表现在重视程度欠缺。高校在组织劳动教育时，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非对全程的劳动过程进

行认真的教学设计。其次，高校劳动资源整合不到位。高校作为综合性的教学机构，链接了校内校外的

教育平台。开展劳动教育时，未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在校外教育方面，劳动教育仅局限于校内资源是

远远不够的，高校应打破思想上的局限，进一步挖掘校外劳动教育资源，广泛联系并考察企事业等机关

单位的资源现状，开展校企深度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和岗位。在校内教育方面，高校

也应当深入挖掘校内丰富的劳动实践资源，面向学生设置校园劳动养成岗位，纳入到考核体系中；并且

设置一定数额的有偿劳动岗位以供家庭困难学生开展勤工俭学。 

2.2. 劳动教育内容空洞 

作为内涵丰富、内容体系层次分明的劳动教育，其在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格局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然而，部分高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存在着内容空洞的问题。 
第一，新时代高校对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应包含对劳动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态度，要帮助引导学生树

立优秀的劳动品质，深入学习优秀的劳动精神。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时，往往没有考察到学生的

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教育内容只是简单的、重复性的机械劳动，不重视劳动对学生的影响，没有以劳动

作为基点从而引起学生对劳动能力的探索和劳动精神的深入了解。同时，部分高校将生产劳动、公益劳

动，甚至将家务劳动理解为大学生劳动教育，以上活动彼此之间缺乏科学的逻辑关系，不利于发挥大学

生劳动教育的育人导向。 
第二，劳动教育的内容应包含结构分明的劳动理论知识和完整劳动实践能力教育。目前，部分高校

的劳动教育往往只重视理论的教学，而缺乏实践的指导。在校内开展了多门关于劳动教育的理论课程，

将劳动理论照本宣科教授给学生，导致学生理论水平高，而缺乏实际的劳动能力。另有部分高校重视实

践而忽略理论。在校内校外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劳动强度高，但学生往往是属

于“被迫劳动”的状态，以完成任务为首要目标，追求课程的高分，从而在劳动实践中没有科学理论的

指导，进行的是无意义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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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劳动教育体系不完善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教育的主体是教师，因此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劳动教育的关键所在。由于新时

代劳动教育开展时间较晚，教师队伍的配置还不够完备。较多高校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以现有的教师为

主，在教授原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劳动教育的教学任务，因此在授课时容易出现专业素养不足、水平达不

到应有水平的情况。 
在课程设计方面，高校劳动教育的组织者更加注重体力劳动的设置，缺少对脑力劳动的设置。劳动

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一部分，内容分布较为零散，很难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课程设

计上有痛点和难点，需要有专职的劳动教育方面的教师进行相关的课程设计，针对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

劳动教育知识及能力的教授。 
在劳动教育考核方面，劳动教育作为新兴的教育方式，在考核方面还不够全面。不全面、不科学的考

核机制，无法切实有效地检测出劳动教育的开展实效，对学生关于劳动知识吸纳的程度不够了解。因此，

要研制出一套科学有效的考核体系，不仅是对学生课程上学习理论知识情况的考核，也包括对学生开展劳

动所习得的劳动能力的考核，以探知劳动教育的真实的开展情况，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后续课程教学。 

3. 基于马克思劳动观的高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 

3.1. 明确劳动教育育人目标 

目标是我们开展教育所必须达到的目的，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前行的动力。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及奉献的劳动精

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5]。”根据以上内容，高校劳动教育的

目标是通过劳动教育的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正确的劳动习惯，以培养新时代的

合格劳动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根据以上目标，高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要以此目标为指引，形成多元的教育形式。劳动教育的目

标是培养新时代的合格劳动人才，高校在五育并举的教育格局下，要重视劳动教育，帮助学生认清劳动

教育对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首先，引导学生传承优秀劳动精神。高校应在劳动教育的课堂上引入翔实的劳动模范示例，用丰富

的现实事例讲授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开展各类与劳动相关的讲座和报告，增加学生与身边的劳动模范交

流谈论的机会；开展劳动实践，指导学生深入劳动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并进行定量定期的劳动实践，在

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厚植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态度和劳动品德，培育勤俭、

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和劳动品质[6]。 
其次，定期开展劳动教育研究讨论。劳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高校

的层面上，应当组织定期的劳动教育研究讨论会，邀请劳动教育的各授课教师对近期劳动教育的情况、

学生的劳动状态进行分析和讨论，总结近期教育实践的不足，并据此提出解决方案，将其运用到后续的

教育中，以达到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为社会培养出合格劳动人才。 

3.2. 完善劳动教育内容 

3.2.1. 劳动精神教育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劳动人民在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流传千年的劳动精神，它伴随着

劳动持续蓬勃发展，凝聚了中国人民亘古流传的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推崇劳动的思想态度和方法。处

在新时代的高校教育要基于这样一种内涵丰富的精神，充分将劳动教育融入到课程中，培养新时代的劳

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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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劳动精神培育。劳动精神面貌反映

着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整体状态与激情尽头，是劳动教育育人效果的重要体现[6]。对于高校学生的劳

动精神培育，应针对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开展，将生动翔实的一个个关于劳动的当代故事引入高校课堂。

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了一大批爱岗敬业、持续奋斗的劳动模范，要引导青年学生追寻他们的脚步，树

立起以他们为典型的榜样。 
对劳动的正确的态度、开疆拓土的奋斗勇气、持续奋斗的毅力是劳动精神的具体表现。近代以来，

我们国家克服了许多困难，开拓了一片社会主义的新天地，这背后正是有劳动精神的指引。进入新时代，

高校学生作为最具青春活力、最具前途的代表，劳动精神的教育是必须且必要的，全社会要营造一个奋

发向上的劳动环境，以培育出合格的新时代劳动人才。 

3.2.2. 劳动能力教育 
回归到最初，人们的劳动能力一般指为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在当代，大

学生具备的劳动能力各不相同，因此要对大学生进行劳动与生产技术的教育，进而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

只有同时具有劳动理论和实践能力才是真正合格的人才。 
劳动能力的培养形式是多样的，开展场地也是多样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都是开展劳动能力培育

的极佳场所。开展劳动能力教育，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在理论上，高校要组织教师开展劳动

基础知识的教学，对学生进行劳动常识的教育，以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在实践上，高校要结合专

业实际情况，为每个专业的劳动实践进行设计。组织学生去到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场所，深入一线开展

劳动，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知识的水平，培养必备的劳动技能。 

3.2.3. 劳动习惯教育 
关于劳动习惯的教育指的是，在正确劳动观念的指引下，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养成的自觉地、自发

地进行实践的行为模式。良好的劳动习惯对新时代高校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往往承担了家庭中的大部分的劳动任务，学生缺乏参与劳动实践的机会

和意识，存在着轻视劳动的情况，在成长中未养成好的劳动习惯，培养劳动习惯的需要非常紧迫。高校

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劳动习惯教育，引导学生参与劳动以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 

3.3. 开设劳动教育特色课程 

创新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是劳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校要结合各专业的特色，设计针对不同专业

的劳动教育课程。从纵向贯通和横向融合着手加强劳动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4]。 
首先，优化现有的课程设计，将劳动教育课程分为思政课堂上的劳动教育和专业课程上的劳动教育。

在思政课堂上开展劳动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将劳动教育融入到课程思政中，指导学生深

入学习劳动理论知识，明白劳动的重要性以及劳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次，在专业课程上开展的劳动教

育，要结合专业特色，学习专业的劳动实践知识并开展专业劳动实践，到劳动实践地去观摩劳动过程。

高校要建立专门的劳动技能实践基地，聘请专业的技能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实践；开展专业技能比赛，以

赛促学，让学生切实感受劳动的魅力。 
两种劳动教育课程需要有机结合，才能够确保学生首先在头脑中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以正确劳动

观为指导，深入实践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 

3.4. 构建完整劳动教育评价体系 

将劳动教育的评价纳入到学生的综合评价之中，健全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是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的

必行之策，也是评价学生对劳动技能掌握情况的重要渠道。要构建完整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要深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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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重视评价过程、加入评价考核。 
深入调研，对高校学生开展劳动的层次和内容进行准确全面的了解，设置科学的多项考核标准和分

数。重视评价过程，不只是对学生掌握的劳动理论知识进行考察，也要对技能水平的掌握进行考察。加

入对评价的考核，确保评价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保证评价的完整准确。 

3.5. 配齐劳动教育教师队伍 

新时代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学生的培养需要做到五育并举，即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劳育五类教育内容共同推进。劳育是连结其他四育的重要举措与手段，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们、高

校教师队伍在马克思劳动观的正确指导下，结合实际对劳动教育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创新和路径探索，以

期为高校劳动教育开创新天地。 

4. 结语 

新时代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学生的培养需要做到五育并举，即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劳育五类教育内容共同推进。劳育是连结其他四育的重要举措与手段，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们、高

校教师队伍在马克思劳动观的正确指导下，结合实际对劳动教育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创新和路径探索，以

期为高校劳动教育开创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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