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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育融合”视域下劳动教育成为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呈现出了多维度融合与全方位教育的

特征，并蕴含着重要价值，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教育达成思想政治教育诸多目标，另一方面也回应了个

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大学生劳动教育可以围绕“五育融合”理念，通过以劳树德、以劳增智、

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等模式创新丰富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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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ive-education integration”, labor education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com-
pon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ducation system. It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
mensional integration and holistic education, thereby holding significant value. On one ha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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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es the achievement of numerous objectives pertaining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addresses the inherent needs of individual growth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Labor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be enriched and innovated in 
its practical paths by centering on the concept of “five-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adopting various 
models such as fostering morality through labor, enhancing intelligence through labor, strengthening 
physical health through labor, and nurturing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hrough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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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1]。随

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理念也在不断进化，从侧重单一的知识传授转向全面的人才培养更符合社会主义教

育本质，也更契合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需求，其中“五育融合”——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作为

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要求要大力开展素质

教育，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提倡遵循“五育融合”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在“五育融合”

教育理念下，劳动教育成为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着力探索创新大学生劳动教育形成新态势

新要求。 

2. “五育融合”的内涵 

“五育融合”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在 1999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决定》中，中共中央就已经把“五育”中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列为实施素质教育的方针，进一

步强调了它们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将“四育并举”上升为“五育并举”，并赋予全面发展新的

内涵，即新时代的“五育融合”。“五育融合”是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相互渗透、交

融，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各育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德育旨在培养学

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智育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智力的培养；体育强调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体育精神；

美育则关注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劳动教育则通过劳动实践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实践能力。 

3. “五育融合”视域下劳动教育的特征 

“五育融合”是提升新时代育人质量的重要教育理念，以整体思维、融合思维为根基，预设着人的

成长发展不仅是“全面的”，更是“融合的”[3]。“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

面发展”基本理论在教育领域的中国化探索，而劳动教育在此之中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五育融合”

理念下，劳动教育是对传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它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能力和劳动习惯，强调通过参与劳动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劳动的艰辛与快乐，感受劳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树立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正确

观念。这种教育不仅关注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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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队协作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成为以综合性育人为主要方向，以

培育劳动认识、劳动精神、劳动价值、劳动素养为主，兼具着立德、益智、健体、育美等全面功能[4]。
劳动教育在“五育融合”理念下呈现出了多维度融合与全方位教育的特征。 

3.1. 多维度融合：劳动教育的全面渗透 

在“五育融合”的理念框架下，劳动教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层面，

而是作为一种全面育人的手段，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之中。这种多维度融合不仅体现在教

育内容的整合上，更体现在教育方法的创新和教育效果的协同上。具体而言，劳动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

径实现与“五育”的深度融合。例如，在德育方面，劳动实践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责任感和社

会责任感；在智育方面，劳动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和知识应用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在体

育方面，劳动活动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和意志力；在美育方面，劳动中的创造性和艺术性可以激发学生

的审美情趣和创造力。这种多维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劳动教育的内涵，也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3.2. 全方位教育：劳动教育的综合效应 

“五育融合”理念下的劳动教育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培养，更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

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劳动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要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

创新思维、社会责任感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在劳动教育的实践中，教育者应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价

值认同，通过劳动实践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同时，教育者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通过集体劳动和公益活动等方式，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此外，劳动教育

还应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创新思维的发展，通过劳动活动锻炼学生的体魄和意志力，激发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探索精神。这种全方位教育不仅体现了劳动教育的综合效应，也符合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和

融合性要求。通过劳动教育的全方位发展，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社会发展提

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 “五育融合”视域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 

4.1. 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学生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关键

在于对人才的全面培养，追求着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

培养奋斗精神以及增强综合素质的教育目标。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实践为载体，使理论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努力达成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 
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指导之下开展的实践教育活动，可视为思想政治教

育外延的实践载体。“五育融合”理念下，开展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维度的目标要求，学生可以通过

具体的实践活动，如社区服务、志愿活动、生产劳动等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劳动教育的

实践过程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技能素养和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到艰辛与

成就感，从而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勇敢担当的精神品质，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5]。实践中也能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文化素养，加深学生领悟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奋斗精神等优秀文化内核，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陶冶

情操。可见，通过劳动教育所获得的宝贵品质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所追求的教育目标。“五育融

合”理念趋向下劳动教育是大学生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可以通过劳动教育帮助化解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践困境，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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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回应大学生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需要 

劳动指向着特定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生产创造，具有生产性、谋生性等基础性，人的社会属性决

定了人有着劳动的内在需要。劳动将人的脑力和体力统一于实践，而人也正是通过劳动来获取知识、技能

及科学理论。劳动教育是教育与劳动的过程性统一，契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人的全面发展观的内在价值

指向[6]。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不同于现实“劳动”，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是以服务人的成长和发展为基

本宗旨，具有直接的且现实的育人价值。能否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判断劳动教育是否有效的核心标准。 
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将自身智力与体力结合，培养新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学生

通过劳动深刻认识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才会对劳动本身、劳动人民心生敬畏。在生动鲜活的各种劳动形

态中的锻炼和体认，为个体领悟劳动的乐生性并在实践中发掘和生成其未来的职业方向和生活理想提供了

最真实、自然、有效的培养皿和训练场[7]。所谓全面发展最根本的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体现智

力和体力的统一以及才能、情志和德性的多方面发展[8]。德、智、体、美四育的价值诉求在于追求个体内

在真善美与外在体魄健康的目标，是教育对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有意识引导和期望。价值诉求最终需要

通过实践这一根本手段，而劳动教育为全面育人教育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形式。在“五育融合”理念

下，学生从劳动教育中得以达成在德、智、体、美四维度的融合发展正是切实回应了个体成长所需。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9]。在劳动中，人们需要实现个体和团体

之间的交流互动，在整个过程中逐渐加强团体意识、集体意识的认知与认可，是个体实现社会化、拓展

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实践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奉献意识、服务意识、协作意识等社会发展所需

的价值形态应运而生，并在行为者心中逐步增强。“劳动教育需要关涉人的交往性劳动技能，培养其为

社会服务的意识，使其收获社会交往层次的幸福”[10]。加强和改进劳动教育，有利于学生在劳动实践的

过程中培养增强社会发展所需的价值形态，同时也有利于在学生群体中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

技能、尊重创造的良好风气，为社会发展、国家富强输送热爱劳动、珍惜劳动、团结奉献的高素质人才。 

5. “五育融合”视域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 

从“五育融合”视域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特征要求出发，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需

正确认识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的关系，全面构建“以劳促全”的大学生劳动教育体系。本研究通过

问卷调查、访谈等实证方法，对以下优化模式进行了探索与验证。 

5.1. 以劳树德，推进劳动教育与德育深度融合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提升他们的劳动素养，树立他们正确的劳动观念，从而更好地适应个

体和社会发展所需。实证研究显示，大学生对劳动的科学观念和品德修养与其德育课程的学习密切相关。

因此，教育者应将劳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如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课堂学习的重要内容(问卷调

查显示，90%的学生认为此举有助于提升其对劳动的认知)。同时，通过组织“劳动模范进课堂”活动(在访

谈中，多数学生表示此类活动增强了他们对劳动的敬仰与热爱)，让劳动模范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以榜样的

力量内化正确的劳动观念。此外，通过多个案例分析表明应面向学生开设如“劳动与人生”、“劳动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类专题讲座，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把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常规方式相结合，

引导学生从更高理论维度理解劳动的深刻意义，将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学生心中。 

5.2. 以劳增智，推进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 

在调研中发现，将专业学习与劳动教育相结合，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职业能力。专业学习

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时间最长的过程，教育者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下育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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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推进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将专业学习镶嵌入劳动教育基因，打通智育与劳育的学科

壁垒，实现“专业育劳”与“劳强专业”双向互利。教育者应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劳动教育元素，如科

学精神、工匠精神等(问卷调查显示，85%的学生认为专业课程中的劳动元素对其职业能力培养有积极作

用)。同时，通过“劳动教育 + 专业实践”的形式(如专业技能大赛、专业知识培训等，案例分析显示这

些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劳动能力)，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技能学习中。高校应设立专业实践

基地(访谈中，学生普遍反映实践基地对其专业认同和劳动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通过“专业实践大课堂”

培育学生的劳动能力。此外还可以将“劳动教育”与“金课”建设、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相耦合，建立专

业教育与劳动教育共同体，构建出专业性和实践性共存的劳动教育课程[11]。 

5.3. 以劳强体，推进劳动教育与体育教学深度融合 

体育教育和劳动教育共同构成“五育”内涵，对学生能力提升和思维意识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实证

研究表明，将劳动教育与体育教育相结合，能同时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在“五育融合”理

念下将劳动教育与体育教育相融合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同时也能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保证学生在体

育锻炼中体会劳动乐趣，增强劳动素质。教育者应深度整合劳动教育和体育教育课程资源(问卷调查显示，

78%的学生认为这种融合提高了其学习兴趣和效果)，将劳动和体育融合进课程内容中，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满足多样化知识获取需要，形成互补效应；通过体育竞赛、社会实践等形式，让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增强劳动能力，同时加强体能训练；通过开展项目驱动式体育教学来融入劳动教育，

以实际项目为载体，将劳动教育融入体育教学之中，促使学生围绕项目展开研究、实践与锻炼，让学生

在项目实践教育中培养劳动意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12]。 

5.4. 以劳育美，推进劳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合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校园文化建设包

括两种呈现方式，一是显性文化建设，如环境、文化活动等实际样式；二是隐性文化建设，如校风学风、

师生精神面貌、师生道德修养等精神内涵。两种呈现形式的终极目标即“美”，以“美”为基本标尺，校

园文化建设就代表着学生应直接受到“美育”的满足。以此介入，教育者应结合学校实际，融入传统文

化、工业文化等内涵打造校园劳动文化景观(如设计校园劳动文化 IP 校徽、校历等文创产品，问卷调查显

示，80%的学生认为这些文化产品增强了其对劳动美的感知)。同时可以融入理论内核来打造精神家园，

以校园媒介广泛传播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通过事迹传播、观点分享、话题聚焦、主题讨论等形式，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13]；此外还可以通过创设文化环境来营造校园劳动氛围。环境对一个人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可以有意识地创设一定的劳动文化环境[14]。在学校形成以赛促学、以赛提能的精神氛

围，让学生在科学实践中锻炼劳动能力，锤炼劳动品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6. 结语 

大学生劳动教育在“五育融合”视域下展现出重要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意义，劳动教育不仅有助于解决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困境，还能有效回应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多维度融合与全方位教育，劳

动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要通过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为

“五育融合”视域下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提供实践路径。未来，高校应继续深化“五育融合”教育理念，

不断创新和丰富劳动教育形式与内容，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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