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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智慧、生态理念与人文精神。将农耕文

化融入大学生劳动教育，不仅能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更能在新时代背景下赋予大学生劳动教育更深层

的价值内涵。本文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分析其教育价值；

从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两个维度展开研究，提出构建“课程–实践–文化–网络”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

细化实践路径并提供具体案例和操作建议，探讨农耕文化在大学生劳动教育中的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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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agricultural farming culture embodies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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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wisdom, ecological concepts, and humanistic spirit. Integrating farming culture into labor ed-
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not only helps preserve and promo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endows contemporary labor education with deeper value connotation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farming culture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cluding phi-
losophy, sociology, and pedagogy, and analyzes its educational value. The study is conducted from 
two dimensions—era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s—proposing a four-in-one educational model of “cur-
riculum-practice-culture-network”, detailing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providing specific cases and 
operational recommendations.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farming culture in 
colleg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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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活动，对人类成长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它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源泉，是实现自我价值、推动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认为：“劳动是整个

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1]在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新时代的劳动不仅是光荣、崇高、伟大的劳

动，也是“美丽”的劳动，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劳动，更是精神层面上的劳动。将中华农耕文化融入大学

生劳动教育，正是从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中汲取智慧，使劳动教育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培养兼具实

践能力、文化底蕴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2. 中华农耕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教育价值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创造和

沉淀出的一种风俗习惯与文化习俗，包含农事、农具、农技、农俗、农时、农历、农谚等[2]。 

2.1. 中华农耕文化的核心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凝

聚着世代先民的勤劳智慧与生存哲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乡村沃土，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价

值观念。从文化结构层次来看，农耕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完整体系。在物质文化层面，它体现为具体

的农耕器具、农副产品、耕作技术和物质成果；在制度文化层面，表现为农业政策、土地制度、生产生活

规范等制度性安排；在精神文化层面，则升华为价值观念、哲学理念和风俗礼仪等精神追求。这三个层

面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农耕文化的完整谱系。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对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具有重要作用。 

2.2. 中华农耕文化的教育价值 

“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中华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

数千年来生产实践与生活智慧的结晶，其价值内涵早已超越单纯的农业生产范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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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深入挖掘农耕文化对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独特

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2.1. 有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的奋斗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

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农耕实践中的“劳动–收获”因果链，直观诠释“劳动创造价值”的唯物史观。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兴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农耕文化蕴含的

“耕读传家”传统为当代劳动教育提供了精神内核。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

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耕”与“读”的辩证统一，启示大学生要将理论学习与

实践锻炼有机结合，培养知行合一的综合素质，激励大学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个人幸福和民族

幸福。 

2.2.2. 有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部分大学生存在劳动观念淡薄、劳动技能缺乏等问题，而农耕文化所

蕴含的劳动精神恰恰能够提供有效的教育引导，对矫正青年大学生劳动认知偏差、培育新时代劳动精神

具有独特作用。 
首先，传统农耕社会“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将生产劳动与文化传承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华民族

对劳动价值的崇高礼赞。通过参与农耕实践，大学生能够建立起对劳动成果的珍视和对劳动者的尊重。

其次，农耕文化能够培养青年大学生脚踏实地的劳动品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耕实践，需

要持之以恒的辛勤付出，这样的劳动规律有助于大学生摒弃浮躁心态，养成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

品质，深刻理解劳动与收获的因果关系。再次，农耕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能够提升劳动素养。传统农耕

中的轮作休耕、生态种植等生产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劳动伦理。这种绿色劳动理念对培养

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助于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现代劳动观。最后，农

耕文化中“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和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农

耕社会“守望相助”的协作理念，对培养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启示。 
另外，在实践层面，农耕文化为大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节气文化中的时间智慧可

以培养规划能力，传统农具制作可以锻炼动手能力，农耕伦理中的节俭美德可以塑造正确的消费观。这

些文化元素通过创造性转化，能够有效提升劳动教育的文化内涵和实践效果。 

2.2.3. 有助于提高青年大学生的创造力 
2020 年 7 月，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

育，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积累职业经验，培育创造性劳动能力

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运用，提高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

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有价值的物化劳动成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

略背景下，培养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生实现个人

价值的重要保障。 
农耕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实践智慧和创新精神为当代劳动教育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传统农耕文明中的“应时而作”、“因地制宜”等生产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劳

动实践中形成的创新思维；“精耕细作”、“革故鼎新”的耕作传统，则彰显了劳动人民持续创新的智慧

结晶。这些文化精髓与现代创新教育理念高度契合，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造能力提供了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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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农耕文化融入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当前，将农耕文化融入大学生劳动教育，需要构建“文化认知–实践体验–价值内化”的教育路径。

通过开设农耕文化课程、建设劳动实践基地、开展农耕主题文化活动等方式，让大学生在文化传承中感

悟劳动价值，在实践体验中培育劳动精神，最终实现劳动素养的全面提升。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更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和文化动力。 

3.1. 融入课堂教学，创新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课堂教学作为劳动教育的主阵地，应当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通过系统化、科学化的教学

设计，将中华农耕文化的精髓有机融入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创新首先要构建“三维一体”的目标体系。在认知维度，要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农耕知识，

理解传统农事智慧；在能力维度，要培养劳动技能和创新思维；在价值维度，要培育正确的劳动观和文

化自信。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完整的育人目标。 
课程内容设置要体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一方面要开设“农耕文明史”、“传统农技”等理论课

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设置“智慧农业”、“文化创意”等实践课程，促进传统智慧的现代

转化。通过理论课程打基础，实践课程强能力，创新课程促发展，形成递进式的课程链条。 
教学方法创新是课程实施的关键。要突破传统课堂局限，采用情境教学、项目学习等新方法。建设

农耕文化体验教室，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开展“一亩田”责任项目，组织乡村社会实践，通过真

实任务驱动学习。这些方法能有效激发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课程评价要突出“过程与结果”并重。既要关注劳动成果质量，更要重视学生的成长变化。建立包

含劳动日志、实践表现、创意成果等多元评价指标，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通过增值性评价，关注

学生劳动态度、价值观的内化程度。 
课程质量保障是持续改进的基础。要建设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开发特色教学资源，完善管理制度。

特别是要建立校企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为课程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这种创新的课程体系，将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劳动教育的目标有机结合，既彰显文化特色，又符合教

育规律，是提升劳动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课程实施的优化策略，不断完善这一创

新体系。 

3.2. 融入社会实践，建设劳动教育示范基地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当代大学生普遍缺乏农耕劳动体验，而农耕主题示范基地能够填补劳动教育

的空白，通过沉浸式农耕劳动实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同时

为乡村振兴培养具有乡土情怀的新型人才。例如，大贾庄村首创“高校 + 企业 + 村集体”协同机制，

与天津大学等 7 所院校共建实践基地，引入中智国际集团专业运营。在 4500 亩生态农业产业园内，设置

果酒工坊、稻田艺术区等八大功能区，形成“半日体验–全日研学–多日驻训”产品体系，带领学生体

验了传统农事活动。农耕主题示范基地通过沉浸式劳动体验，有效破解当代大学生劳动观念淡薄的现实

困境。调查显示，参与基地实践的学生中，92.3%重新认识了劳动价值，85.7%形成了勤俭节约意识。 
然而，受限于校园空间与资源条件，这些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资源难以大规模进入校园课堂。但高

等学校可以组织青年大学生主动“走出去”，以社会实践为纽带，投身到农耕文化的怀抱中接受教育。 
当前，国内有侧重于展现古代农耕文明发展史的综合性博物馆，像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历史

博物馆、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等，它们以宏大的视角、详实的史料，勾勒出农耕文化从萌芽到繁荣的壮

丽史诗，让青年在参观过程中，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见证农业文明的沧桑巨变；也有以农耕文化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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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如西安高陵的关中农耕文化博物馆、湖北保康的尧治河农耕文化博物馆、湖南

的耒阳农耕文化博物馆、宁夏固原的西北农耕文化博物馆，它们聚焦于特定地域或文化主题，深入挖掘

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演变规律，为青年提供了了解地域文化差异、感受文化多元性的窗口。 

3.3. 融入校园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校园文化作为隐性教育的重要载体，对塑造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通过

创新性的文化融入策略，可以让劳动教育润物无声。 
农耕文化融入校园文化需要构建多元立体的实施路径。在实体文化活动方面，可以精心设计农耕文

化主题展览，通过实物展示、图文解说等形式，系统呈现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举办农耕知识竞赛、

农具体验等活动，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鼓励学生基于农耕题材进行文学创作、艺术设计，在创

造性转化中深化文化认知。通过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等价值内涵，能够有效激发

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重三个结合：一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赋予农耕文化新的

时代内涵；二是将知识传授与情感体验相结合，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三是将校园活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拓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农耕文化校园建设，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更能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实现文化育人与劳动育人的有机统一。 

3.4. 融入社交媒体矩阵，拓展劳动育人多元载体 

在数字化浪潮下，将农耕文化融入社交媒体矩阵，是拓展劳动育人载体的创新路径。通过构建“平

台 + 内容 + 互动”的传播体系，能够实现劳动教育的全时空覆盖和精准推送，让农耕文化在青年群体

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打造“两微一抖一快”新媒体传播矩阵，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以农耕文化为蓝本进

行宣传教育，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与魅力。利用校园广播、短视频平台、公众号等渠道，推送农耕文

化相关内容，制作精美的图文、生动的视频，讲述农耕故事、传播农耕智慧。还可以鼓励青年学生以农

耕文化为灵感源泉，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如诗歌、散文、绘画、摄影等，让他们在创作中抒发对农耕文化

的热爱，表达对劳动的赞美。在数字传播层面，可利用新媒体技术制作农耕文化微视频、开发互动小程

序，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农耕智慧。 
同时，社交媒体矩阵的互动功能为劳动育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学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想法，与同学、老师展开热烈讨论；可以参与线上投票、话题挑战等活动，增强对劳动教育的参

与感和认同感。学校和教师也能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反馈，调整和优化劳动育人方案，实现因材施教。 
融入社交媒体矩阵，拓展劳动育人多元载体，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劳动育人实效的重

要举措。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矩阵的优势，培养出更多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善于劳动的新时代建

设者。例如开发“农耕文化”微信小程序，设置“节气知识”“农具百科”“劳动打卡”等功能模块；与

短视频平台合作发起“我的劳动日记”话题挑战，鼓励学生记录劳动实践过程。 

3.5.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夯实教育之基 

当前，在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中面临三大短板：一是高校劳动教育教师普遍缺乏农耕文化

系统培训，二是农耕实践经验不足，三是跨学科教学能力欠缺。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构建“引育结合”的

师资建设体系。首先，在校内选拔培养农耕文化骨干教师，重点培育既懂教育学又熟悉农耕文化的“双师

型”人才。其次，建立“农耕文化专家库”，柔性引进农业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等担任实践导师。最后，

聘请农业科研院所专家作为特聘教授，形成“高校教师 + 技艺传承人 + 科研专家”的多元化师资结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73


陈海燕，柯万超 
 

 

DOI: 10.12677/ae.2025.1561173 1599 教育进展 
 

4. 结语 

本论文在新时代背景下从劳动教育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责任出发，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劳动技能和劳动精神为目的，研究得出从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

到精耕细作的劳动智慧体系，再到耕读传家的文化基因传承，农耕文化都为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

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路径。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多学科交叉视角下的农耕文化研究，细化实践路径的

落地措施，为新时代劳动教育注入更多文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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