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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面临课程创新的迫切需求，本文以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内涵为基础，探讨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的创新路径。针对当前劳动教育存在的课程体系滞后、

师资力量不足、学科融合性低、协同育人功能欠缺、评价机制单一等问题，提出创新路径：构建“劳动 
+ 创新”的课程体系，将智能技术、绿色生产等新的生产力要素融入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构

建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发展的课程方案；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完善课程评价体系，提升

教学质量。研究强调，劳动教育创新需要以新质生产力需求为导向，实现价值塑造、技能传授和创新培

育三者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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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labor education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faces an urgent need for curriculum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lagging curriculum system, insufficient teaching staff, low 
subject integration, lack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unction, and single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current labor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ath: building a “labor + innov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ng new productivity factors such a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green 
production into teaching cont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building a 
curriculum plan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patter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The study em-
phasizes that labor education innovation needs to be guided by the nee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
ity,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value shaping, skill imparting and innovation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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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开展劳动教育课程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劳动教

育纳入党代会报告，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并指出劳动教育是“全面培养人、培养全面的人”的关键环节[1]。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

体系”，并将劳动教育作为优化教育类型定位、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2]。此外，全会强调通过劳动

教育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由传统机械化向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生产模式日益丰富。作为这一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创新为满

足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对传统生产力进行颠覆

性重构[3]。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标志着从传统技能型人才向复合创新型人才的转变，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

了全面而深刻的要求[4]。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生需要具备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工具

进行精准操作的扎实数字技术能力和素养。同时，创新思维和跨学科整合能力尤为重要，以更好适应新

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积极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主动迎接未来挑战。 
本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结合其内涵中蕴含的科技驱动、绿色转型、数字智能等核心特征，

深入分析当前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尝试构建一套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明确

劳动教育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作为创新路径设计的理论基础。以提高劳动教育水平，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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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劳动教育效果。 

2. 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建设现状 

应用型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场所，要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将其纳入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5]。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增强对新时代劳动精神的认知

与认同，尊重劳动、崇尚劳动，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提升劳动素养，努力成为

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理念的根本遵循。 
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建设框架已初步形成，但仍需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学科融合、协同育人、评

价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 

2.1. 课程体系初步建立，系统性和深度不足 

目前大多数高校已将劳动教育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了必修或选修课程，但课程设置较为单

一，多以理论讲授为主，实践教学欠缺；或以基础劳动技能(如日常生活技能、家务劳动)为主，农业生产

劳动、社会志愿服务类课程占比较低[6]。 

2.2. 师资力量薄弱，专业化程度待提高 

劳动教育课程教师普遍存在专业背景不足问题，多以辅导员、兼职教师为主，部分教师缺乏实际劳

动经验，难以有效指导学生实践。整体师资结构需要优化，尚未形成完整的教师培训体系[7]。部分高校

尝试邀请专家进校开展讲座，提升教师综合素养和教学水平[8]。 

2.3. 课程孤立存在，缺乏学科间融合 

首先，劳动教育课程缺乏顶层设计，在高校中是比较孤立的存在[9]。其次，与公共基础课、专业课

程的结合不够紧密，专业课中缺乏对于劳动元素的挖掘，使得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缺乏对劳动

价值的理解，未能充分发挥课程综合育人功能[10]。 

2.4. 家校社协同机制初步形成，但联动性不足 

部分高校已开始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如组织家长参与劳动课程设计、与社区合作开展志愿服

务等。然而，家庭和社会对劳动教育的支持力度仍存在不足，部分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高校

与企业对于学生毕业实习缺乏监督，对劳动技能和素养提升培训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育人格局[11]。 

2.5. 评价机制逐步完善，但科学性仍需提高 

多数高校仍采用传统考试或平时成绩作为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劳动素养、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的综合评估。通常由授课老师担任唯一评价者，主观意识较强。部分学校尝试过程性评价，如劳动日志、

项目成果展示等，但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12]。 

3. 劳动教育课程创新路径探索 

劳动教育是高等学校践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各高校要

积极行动起来，创新课程建设路径，让大学生真正上好劳动教育课，成为劳动教育的受益者，劳动精神

的弘扬者。 

3.1. 完善课程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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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全过程，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科阶段不少于 32 课时[13]。各高校要

明确落实学分与学时保障，确保实践课程占比不低于 50%。 
其次，高校可结合“三位一体”的课程培养目标，构建“劳动 + 创新”的课程体系，将新质生产力

要素融入教学内容，突出创新思维培养，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架构上，构建“1 + N”的层

级化体系，其中“1”代表基础必修模块，涵盖劳动理论、生产劳动等通识内容，“N”代表创新多样化

自选模块，鼓励各学院结合专业特色和学科优势开设智能制造、低碳工艺等实践课程。在内容融合方面，

采用“学科交叉 + 技术赋能”模式，例如，在智能制造专业中，设立“工业机器人操作实践”课程模块，

学生通过操作编程仿真机器人完成装配任务，培养劳动技能与技术应用能力；在材料工程专业中，设计

“低碳工艺实践坊”，通过参与可降解材料加工实践，提升环保意识与创新实践能力，实现劳动教育与

专业教育的深度耦合。在实施路径上，推行“校企协同 + 项目驱动”机制，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真实

生产场景的实训项目，如新能源设备维护、智能产线优化等，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掌握前沿技术。

同时，配套 VR/AR 技术建设模拟生产环境的虚拟仿真实验室，增强安全和教学前瞻性。该体系最终实现

单一技能训练向培养既懂生产实践又富有创新思维的新型劳动者转变。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下功夫，着力打造一支业务知识扎实、劳动技能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教

师培训力度，切实做好新任教师岗前培训工作，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校开展专题讲座，涵盖教学方法、

课程设计等内容，分享最新教学理念；开设公开课、观摩课等授课形式，丰富课程实施路径。实践课程

方面，落实校外农业基地参观学习，强化实操经验；创建具有特色的说课竞赛活动，激发工作热情，设

立劳动教育相关研究课题，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成立劳动教育教研室，招聘专业背景教师负责课程设计

和指导，定期召开教师研讨会，交流课程开展过程中的困难和经验，促进信息共享。通过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逐步增强教师队伍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本领。 

3.3. 跨学科融合创新 

在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中，实施跨学科融合发展，特别是把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

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是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举措[14]。 
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在目标上具有内在契合性，前者强调实践能力和劳动精神，后者强调创造

性思维和实践转化能力。高校要积极发挥协同育人理念，将劳动教育从传统的体力劳动拓展到服务新质

生产力要求的技术技能、创意实践等劳动，促进内涵与形式创新。 
结合专业特色和学科优势，开发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如：将创意设计、工

艺创新、绿色制造、数字劳动等纳入课程内容；将劳动组织、实践技能等融入创新创业课程。通过跨学

科授课等方式，发挥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的协同育人功能。 
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打造综合型实践平台。如建立“劳动 + 创业”实验室、数字媒体工作坊等，

开展劳动产品设计、工艺改进、成果孵化等活动，召开劳动为主题的创新创业大赛、技能挑战赛等活动，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4.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 

在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中，将学生从校园引导到家庭、社会等真实场景中，亲身感受劳动创造价

值，体会平凡劳动中的伟大，是强化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奉

献精神的有效途径。因此，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是推动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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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健全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制定专门的劳动教育实施方案，将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多方资源

纳入育人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如定期沟通机制、联动评价机制等，充分发挥协同

育人功能。 
家庭是学生养成劳动习惯的起点，高校应召开家长会，通过家校沟通平台等向家长宣传劳动教育，

提升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引导家长在家庭中安排适量的劳动任务，让学生在家庭中参与劳动，形成

家校育人合力。 
社会是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实践阵地。高校可联合社区、企事业单位、志愿服务组织等开发校

外劳动指导，如社区服务、志愿劳动、企业实训等。联合校外实践指导老师，组织学生到社会岗位学习

实践，在真实情境中接受劳动锻炼，融通知识、技能与情感。 
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新媒体平台、校园文化活动等渠道宣传劳动教育理念和典型人

物事迹，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文化氛围。鼓励家庭和社会参与校园劳动文化建设，参与劳动主题

活动、劳动成果展示等，增强协同育人的凝聚力。 

3.5.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从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反馈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最终形成以评促教、以

评育人的良性循环，是完善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提升劳动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 
当前高校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存在评价标准单一，对劳动成果量化指标过度依赖，而对劳动态度、创

新精神等隐性素养却忽视的问题。应建立涵盖“劳动态度、劳动技能、劳动成果、创新与责任感”的综合

评价模型，针对不同专业调整权重，如理工科可侧重劳动技能考核，文科类可突出服务性劳动评价。 
现有评价方法多局限于考试或实践报告，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学习效果，可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构

建“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的多元模式。如：劳动技能竞赛、实践项目答辩等，对

学生劳动过程进行记录，形成“劳动成长档案”。 
评价主体方面，目前多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自评、企业和社会参与度低。应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

功能，构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企业/家长/社区评价”的立体评价网络。如企业导师评分可计入校企

合作项目中，社区反馈可纳入志愿服务劳动，通过家长评价补充家庭劳动表现等。 
当前评价结果多用于成绩评定，缺乏对教学改进的指导，尚未形成“评价–反馈–优化”的闭环。

需落实反馈机制，根据评价数据优化课程设计方案，增设薄弱环节；将劳动评价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标准，与评奖评优关联，增加育人实效。 

4. 结语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必须顺应时代需求，从课程体系、师资建设、

学科融合、协同育人、评价机制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创新。本研究提出的创新路径强调以智能技术、绿

色生产等新质生产力要素赋能劳动教育，通过“劳动 + 创新”课程体系优化、师资队伍建设、跨学科融

合培养、家校社协同育人、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措施，推动劳动教育从传统技能训练向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转变，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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