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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是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时代也指以人工智能科技为代

表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这一时代赋予了教育新的使命，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本研究以中学学生为研究对象，将中学学生劳动素养界定为学生通过校内外学习、活动的

参与以及生活实践的体验所积累形成的与劳动有关的人的素养，这包括知、情、意、行、观、创六个维

度。研究通过分析中学生所具备的劳动技能、服务社会的情怀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意识和能力的新时代

内涵入手；然后，对比城乡学校间，以及不同学校类型下中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现状；进一步从学校、家

庭、社会三个角度分析中学生劳动素养培育中“三位一体”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

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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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refer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new era also refers to the era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is era has given education a new mission, that 
is, to train th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
gence, physique, aesthetic and labor. This study take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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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 and define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bor literacy as the human literacy related to labor ac-
cumulated by students’ learning in and out of school,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and life practice 
experience, which includes six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emotion, intention, behavior, outlook 
and creativity. The research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era of the conscious-
ness and ability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ch as labor skills, feelings of serving society and 
career planning. Then, it compares the status quo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bor literacy cultiva-
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chools and under different school types. Further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trinity in the cultiv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bor literacy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Finally, feasible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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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劳动素养的落实愈来愈被党和国家所重视，与劳动素养相关的研究逐渐增加，研究的角度

也大有不同。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对劳动素养教育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部分学者

通过从不同学段的研究对象出发，分析如何更好贯彻落实素养教育，相较于高中生、本科素养教育的研

究，学者们更倾向于分析中小学、职业院校等阶段的素养教育的提升；同时也有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出

发，探究不同学科如何更好地与劳动素养培养结合，为劳动素养与学习活动更好融合提供了可能。 

2. 新时代劳动素养内涵 

对新时代劳动教育进行全面且综合的理解应当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与新的劳动形态。对不同学者的

观点进行归纳，不难发现新时代劳动教育是指在科技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实现从以个体体力为主

的劳动向脑力融合的复合型劳动转变，在劳力、劳心的同时，对学生的劳动素养、劳动价值观和创造精

神进行培育的一种教育活动。新时代劳动教育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教育学说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劳

动本质属性的回归，旨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劳动，正确看待劳动和劳动人民，从本质来看是劳动价值观

的教育[1] [2]。 
劳动素养作为劳动教育培育的重要部分，其内涵覆盖劳动教育的各个活动过程[3]。部分研究者通过

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大样本实测问卷调查，将劳动素养的内涵划分为劳动价值观、劳动品德、劳动

能力、劳动法律与经济、劳动态度五个维度，这对于评价某一群体劳动素养状况是有效的[4] [5]。将劳动

素养的构成因子划分为六个层面，包括：劳动意识、劳动认知、劳动情感、劳动意志力、劳动行为习惯、

劳动创造力。他们的研究关注的是评价特定对象劳动素养水平，分析劳动素养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 
结合新时代的要求将劳动素养可概括为“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所习得的劳动态度与劳动能力等方面

的综合”；将新时代给予劳动教育的新特点在劳动素养中进行延伸，可以总结为一个时代新人的劳动素

养必须具备的三个特点：一是在日常的活动中积累劳动知识，提高自身的劳动认知水平；二是在劳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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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的过程中，提升劳动技能和水平，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三是围绕劳动问题引发思考，培养积极

向上的劳动态度，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3. 新时代劳动素养培育存在的问题 

劳动素养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体系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然而实际情况是学生的劳动

素养培育水平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中学生普遍存在劳动素养偏低现象，具体表现为：劳动认知不足、劳动态度消极、劳动能力弱化、

劳动品质欠佳。通过文献分析可知：中学生劳动素养培养存在着缺乏系统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劳

动形式存在不足和缺乏与校外相关育人主体的沟通与合作的问题；这三个主要问题共同导致中学生劳动

素养培育的落后现状。而没有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缺乏艰苦奋斗精神、轻视体力劳动、劳动态度不够

端正、缺乏劳动技能等方面的问题是落实劳动素养不充分的主要原因[6] [7] [8] [9]。 
教育是以人格健全发展为目的的、系统复杂的工程，教育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

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劳动素养的教育过程需要将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资源有机组合起来，以家

庭为基础、学校为主体、社会为平台，全力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紧密关系，共同奠定有利于学生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良好基础环境。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出学生劳动素养缺失的根源是学校、家庭、社

会三方劳动教育的缺失。学校劳动教育：劳育缺失的基础教育、知识本位的教育传统、严重匮乏的配套

设施；家庭劳动教育：过度娇宠的成长经历、科技宠溺的消费观念、攀比成风的教育焦虑；社会劳动教

育：分数为王的应试环境、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无法有效的共享资源。以上原因造成了学生在成长历

程中缺乏培育劳动素养的土壤。 

4. 新时代劳动素养培育对策 

对于劳动素养在中学学生中落实效果较差现状，从“三位一体”分析其影响原因涉及学生自身情况、

学校配套设施、教师素质情况、家长认知层次、社会风气导向等方面，因此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

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措施。 

4.1. 学校教育劳动素养培育措施 

新时代有效培育受教育者的劳动素养应聚焦整合学校资源。重视提升教师劳动教育的意识与能力，完

善系统化、多元化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特色化、多样化的培育劳动素养校本课程；充分发挥劳动教

育的综合实践活动价值，不断丰富其新时代内涵[10]-[17]。在中学生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要找

准劳动和教育的结合点，在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保障措施、评价标准等各个方面进行整体化、

系统化设计，这将有效的增加劳动教育的有效性。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新时代里，劳动素养培育的过程

不应再以单一、传统的教学模式出现在课堂上，取而代之的是以多种信息技术手段为载体的启发式、开放

式、探究式的劳动课堂。因此，学校在培育劳动素养过程中要融合情境，创造协同培养环境。 
1) 这就要求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科研式的、多学科融合的劳动校本课程，这个思想由来已久[18]。

构建校本课程考虑以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培养磨练劳动意志和品格为目的，要求如下：一是科学设计

劳动校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将“劳动素养”融入其他学科的教学目标中；二是精选劳动素养教学内容，

突出科学性、实用性、适用性特征，关注各学科中交叉知识点，寻求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三是

创新教学方式，组织学生参与劳动实践，开展深层次的研究性学习，探索项目化学习；四以互联网信息

技术作为载体，创设生活化的实践情境，搭建启发性演示平台，挖掘网络素材资源，掌握劳动技术与技

巧；五是整理记录学生参与情况，改变教学评价，坚持多样化评价，对劳动素养培育成效进行长期跟踪

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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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学生劳动素养培育与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有机结合，提升劳动教育的实用性和实效性，有效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发展。构建校本课程，可以从劳动认知、劳动习得、劳动技能、劳动体验、

劳动实践基地、劳动评价体系、劳动创新、劳动风尚等各个方面健全学生劳动素养培育体系，让学生在

理论与实践中全面成长。 
2) 对于劳动素养测评模型的研究，相关测评研究的很少，现有测评采用的模型主要为美国学者斯塔

弗尔比姆提出的改良导向评价模式(CIPP 评价模型)，CIPP 评价模型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劳动素养落实的测

评模型，但其具有广泛适用性，被应用于教育公平、学前教育、翻转课堂等诸领域，其决策导向性、全

程性、改进性能够满足劳动素养的测评需求[19] [20] [21] [22]。评价模型包括背景、输入、过程与结果四

部分评价，该模式批判继承了泰勒评价模式(Tyler 评价模型)，弥补了泰勒模式忽视目标本身、条件、实

施过程评价的缺陷。 
根据新时代对中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要求，对改良导向评价模式中各部分进行规定：背景评价是对

劳动教育环境中的学生需求、问题、资源和机会等进行评价，是确定目标、优先事项及判定结果意义的

基础，其将目标本身纳入评价，使目标合理性得到评判，为计划决策提供基础；劳动输入评价是评价不

同资源、方案及计划等满足需求的潜力，是规划方案和分配资源的手段，其为组织决策提供服务，通过

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效用性，确定活动方案；劳动过程评价是评价教育方案的执行情况，为活动实施及

后续解释结果提供支撑，这部分可以更直观评价劳动输入阶段设计活动的合理性问题，为实施决策服务，

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评价，监督及调控过程实施；劳动结果评价是对教育方案的实施结果评价，确保教

育活动未偏离预设轨道及确定活动有效性，并对预期和非预期结果进行评价，指向实践改进，服务于再

一次决策。 
CIPP 模型不以评价教育目标的达成为最终导向，主张评估是为了改进服务而非证明；其倡导决策导

向。这四类评价类并非线性序列，可依据实际需要，在方案实施各阶段应用其中任意一种或几种。因此，

构建测评指标体系构建有利于衡量与诊断学校劳动素养落实情况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或改进劳动

教育实践提供指导，为劳动教育及劳动素养评价与督导提供参考。 

4.2. 家庭教育劳动素养培育措施 

新时代背景下的劳动素养培育过程，家庭教育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劳动素养培育中，要通过家庭

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以优良的家风引导学生的心理成长，让学生形成正确、

完善的劳动价值观[23] [24] [25]。而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家风、家庭活动的有机结合有利于中学生劳

动素养的形成；在培养中突出学生在家庭中主人、家人意识，摒弃“大家长”作风，推行构建和谐家庭

环境；摒弃包办家庭劳动事物，坚持“守望”与“唤醒”、“等待”与“发现”的陪伴学习过程。家庭

劳动素养教育中另一“拦路虎”当属教育焦虑，攀比分数而忽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过度解读教育情况

与过度干预学生成长历程；这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揠苗助长”的教育要不得。因此，家庭劳

动素养教育应配合自我培养突出成员共建共享，消除教育焦虑凸显全面、终生制劳动素养教育。 
家庭是实现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劳动素养与学科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学生要通过自身的体验和实践

来提升认知。一般来说，中学生在家庭中，通过日常劳动加深他们的劳动体悟，培养他们的劳动兴趣，这

对于形成完善的人格至关重要。但家庭教育中劳动素养培育逐渐被包办替代、被溺爱剥夺。意识是行动的

先导，因此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对于进行劳动素养培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家庭劳动教育价值观的树

立，关注点不应该只是学生本人，对于家长来说也必不可少，家长作为学生榜样，其正确的劳动教育价值

观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意识很重要；因此，时刻树立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珍惜自己及他人的劳动成果

的观念。适当的放手是行动的必然，家庭作为教育的起点，从家务劳动出发启迪孩子的劳动意识，家务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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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将带动青少年在未来社会劳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这是培育劳动素养的目标；而动

手的过程不仅有利于意识的完善，对于动手能力的提升过程也是有利于智力的提升与知识的巩固。适时的

回归是行动的本质，在活动中进行劳动教育，突出劳动素养；在劳动中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既让孩子喜

欢、享受劳动的过程，又增长各方面的知识，这应该才是劳动素养培育的目的[26] [27] [28]。 

4.3. 社会教育劳动素养培育措施 

中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发育的重要时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社会活动形式多样、通信方式日趋多样化的今天，要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在青少年思想意识形成过程中承

担的重要作用[29] [30]。社会教育比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范围更广大[31]，内容更丰富，途径和方法也

更为灵活多样，社会面的学生劳动素养培育最有效的当属多措并举建立劳动教育基地。在营造好全社会

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和谐、健康的社会氛围上，搭建好学生社会劳动活动平台，发挥好公益劳动和社

区志愿活动等的社会教育作用。可以通过建设完善多样化的社会教育活动阵地，充分利用各公益性文化

设施场馆等方式建立劳动教育基地；还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投身社会教育，扩大教育队

伍；开辟一些特色活动阵地，拓宽共享社会面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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