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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劳动素养培养工作的

开展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提升学生的

专业实践能力。但我国部分高校还存在对劳动教育的

重视程度不足，劳动教育体系建设不完善，劳动教育

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配合不足,以及实践课程

设置管理松散，劳动教育课程顶层设计以及学习环境

建设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等问题，对大学生正确劳动

观念的培养以及劳动技能的掌握都造成一定的阻碍。

所以，高校要及时提升本校师生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

度，不断完善本校的劳动教育体系，从顶层设计的角

度逐渐优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不断丰富校园文化中

劳动教育的相关内容，为我国高校劳动教育营造良好

的教育环境，从而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对于劳动知识与

技能的掌握程度。

1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工作开展的

重要性
1.1 有助于高校学生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充分强

调劳动教育对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1]。首

先，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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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丰富学生的劳动知识，帮助学生从专业角度进一步

学习与掌握劳动教育的相关知识，明确劳动教育对于

自身成长发展的意义以及重要性。其次，劳动素养培

育工作的开展还有助于学生劳动技能的培养，高校学

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明确劳动技术要点，从而提高

实际劳动能力。最后，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展还有助于

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高校学生可以通过劳动实践类

课程参与真实的劳动，在劳动中锻炼自身的体能、提

升动手操作能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

1.2 有助于高校课程与教育模式的完善

劳动素养培育工作的开展还可以将劳动教育因

素进一步融入高校不同专业与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将

高校劳动教育因素与专业课程教学进行紧密结合，从

而推动高校课程与教育模式的完善，提升学生课堂学

习质量以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其次，高校可以借助

网络信息技术以及多媒体教学设备对高校劳动教育

内容进行全面生动地讲解 [2]，从而进一步优化劳动教

育课程开展方式，推进实际劳动教育质量的提升。最

后，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并非是对劳动

教育知识的灌输以及强制劳动，而是将劳动教育知识

以及实践技巧与学生日常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有效结

合，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学生对于劳动教育知识的掌

握，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

1.3 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劳动素养培育工作的开展符

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高校大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高素

质的劳动人才，可以满足企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对于劳动人才的需求，促进企业产能的扩大以及经

济效益的提升[3]。其次，劳动素养培养工作的开展还包

括学生参与专业实习以及培训过程中劳动教育因素

的渗透，有助于校企合作的完善。高校可以通过与企

业的合作，明确自身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同

时，还可以借助企业所提供的场地以及劳动教育资源

积极开展相关的教学工作，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

对劳动教育知识的掌握程度，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最

后，在劳动素养培育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企业可以充分

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在提升产能的同时加强对技术

的钻研，提升企业自身技术，从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

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2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2.1 高校各主体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

首先，部分高校领导与师生囿于传统的知识本位

理念 [4]，认为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在重要性上远高于

劳动教育。部分高校的劳动教育课堂存在一定的形式

化倾向，仅仅在上级以及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考

察以及调研时才会开展相关的劳动教育，同时，在劳

动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劳动教育方式的确定上都具

有一定的随意性，对于学生实际劳动素养提升有限。

其次，部分高校领导与教师还存在一定的“唯分数论”

倾向，在对学生劳动教育学习成果的评估上仅仅运用

卷面考试的形式进行评价，导致学生在劳动教育过程

中对劳动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记忆与背诵的层面，

对于劳动技能的掌握不够扎实。最后，高校学生对劳

动素质教育工作的关注程度不足也是影响实际教学

质量的重要因素。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在劳动教育课程

中出现学习态度不端正以及不遵守课堂纪律的情况，

导致自身的劳动素养提升不明显，同时部分学生在劳

动教育课程开展过程中还存在缺课以及利用劳动课

程完成其它科目作业的情况。

2.2 高校劳动教育体系不完善

部分高校自身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并不理

想。首先，部分高校在劳动教育素养培育过程中对劳

动教育内容的选择较为单一，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对劳动教育理论的学习与认识不感兴趣。部分高校对

劳动观念以及劳动情感培养内容的选择存在一定的

时代性局限，而学生对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

了解不足，对先进劳动人物事迹的代入感有限，所以

影响了学生劳动情感的培养以及正确劳动观念的树

立。其次，部分高校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在课堂管理上

都较为松散，学生在劳动实践课程开展过程中的学习

状态与注意力都不集中，导致其对于劳动教育技能的

掌握并不成熟，部分学生对劳动实践技能的学习多以

参观体验为主[5]，并没有实际参与劳动的整个过程。最

后，部分高校在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模

式建设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导致教师在实际的专业

课堂教学过程中对于劳动教育因素的运用既不充分

也不完善，同样阻碍了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以及综合

能力的提升。

2.3 高校劳动教育氛围营造以及校园文化建设有

待优化

良好的劳动教育氛围可以提升学生对劳动教育

活动的认可度与参与度。首先，在实际的高校劳动素

养培育工作开展过程中，部分高校对劳动教育的宣传

不足，部分高校师生对劳动教育的内涵、作用、开展方

式等方面了解有限。[6]同时，部分高校对相关劳动教育

政策与措施并没有进行有效宣传，不仅没有充分运用

高校校内的宣传方式，同时也忽略了网络宣传方式的

作用，对本校的校园网、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等网络媒

介的运用有限，影响了高校劳动教育氛围的营造。其

次，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对于劳动教育因素的运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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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低，导致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与生活过程中对于劳

动教育因素的关注程度有限，不利于高校学生良好劳

动品质的培养。最后，部分高校教师还忽略了学生之

间榜样作用的发挥，在劳动教育开展过程中没有对表

现优秀的学生进行积极表扬与鼓励，浪费了宣传素材。

2.4 高校劳动教育顶层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部分高校的劳动教育并未被给予应有的重

视，在教育地位上，劳动教育应与德智体美育并列，但

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劳动教育经常处于被忽视的

边缘[7]，劳动教育课程不仅课时被缩减，其教育内容与

师资力量也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导致实际的高校劳动

教育工作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存在较大的欠缺。其次，

部分高校对劳动教育的计划以及劳动教育目标的设

置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高校在劳动教育目标的制定

以及劳动教育计划的确定上存在照搬同类院校以及

综合性大学的情况，但由于忽略了自身的劳动教育资

源、师资力量以及生源质量，其实际的劳动教育质量

并不理想。最后，劳动教育精神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也

是影响高校劳动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之一，部分

高校在实际的劳动教育工作中对于工匠精神的重视

以及运用程度有限，部分高校在实际的劳动理论教学

以及实践教学过程中对于艰苦奋斗精神的阐述较少，

这都不利于高校学生正确劳动观念的培养以及劳动

素养的提升。

3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策略
3.1 提升高校不同主体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需要高校充

分发挥其重要作用。首先，高校要加强对劳动教育政

策的宣传，积极组织本校领导以及教师主动学习与掌

握劳动教育相关政策以及文件，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

定劳动教育工作开展的具体措施以及策略，从而不断

提升师生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高校还要鼓

励本校领导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了解最新的劳动教育

政策方针以及教育方式，深化高校领导对于劳动教育

优势的认识。其次，高校还要进一步向教师明确劳动

教育的意义与作用，鼓励教师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

中充分运用劳动教育相关知识点。最后，高校还要不

断提升本校学生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向学生明确

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学生对劳动教育内容的接受

程度以及对劳动教育工作的配合程度，加强学生对劳

动教育知识的掌握。

3.2 完善高校劳动教育体系建设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离不开

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首先，高校要优化劳动教育理

论课程建设，在实际的课程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本校

劳动教育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其次，在今后具体的

劳动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高校还要通过在实际劳动

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加入大量实例的方式，培养学生

正确的劳动教育观念，通过事例中不同人物的表现帮

助学生培养正确的劳动情感 [8]，提升学生劳动教育素

养。最后，高校还要不断优化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模

式，帮助本校教师进一步明确自身在劳动教育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势，从而在后续的劳动教育过程中

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在劳动教育过程中的优势。

3.3 营造高校劳动教育良好氛围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高校自身的劳动教育氛围建设，通过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学生对劳

动教育知识的重视程度。首先，高校要加强对本校劳

动教育的宣传，充分运用高校的校园广播、校报以及

校园内的文化长廊等媒介。同时，高校还要进一步运

用网络信息技术传播劳动教育内容以及劳动教育实

践技巧，从而为本校学生劳动教育知识的学习营造良

好的环境。其次，高校要积极举办相关的劳动教育活

动，通过劳动教育活动的组织、开展以及后期总结评

价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本校学生对于劳动知识的认识

与理解，同时，也进一步扩大高校劳动教育理念在学

生中的影响力。最后，高校可以进一步发挥朋辈效应

的积极作用 [9]，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表现优异的学生

给予适当的鼓励，为本校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从而

鼓励高校学生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向优秀学生学习，提

升学生自身的劳动素养。

3.4 优化高校劳动教育课程的顶层设计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工作的开展还需要

高校进一步优化自身劳动教育课程的顶层设计，促进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设计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提升。首

先，高校要赋予劳动教育在大学课程教学中应有的地

位 [10]，在实际的劳动素养培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确保

本校劳动教育工作的师资力量得到增强，同时，还要

确保劳动教育工作经费的充足，从而推动劳动教育工

作的顺利开展。此外，高职院校还要进一步保障劳动

教育的课时分配，确保在实际的劳动教育过程中其课

程时长以及课时安排科学合理。其次，高校还要在劳

动教育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劳动教育特色，鼓励本

校劳动教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积极创新劳动教

育教学模式，通过多元化的劳动教育形式进一步吸引

学生对劳动教育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加强学生对劳

动知识的掌握以及劳动能力的提升。最后，高校要不

断挖掘本校现有的劳动教育资源，为劳动教育工作的

开展奠定坚实的劳动教育资源基础，从而进一步提升

学生的劳动素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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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翻译众包服务对翻译行业的影响也日益明显。传

统翻译行业应紧抓互联网带来的技术红利，从翻译运

营和管理模式的更新换代、翻译人才的技术培养和翻

译标准的重新制定等方面积极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发

展和变化。

【参考文献】
[1]黄玲玲,袁静.人工智能视域下“众包翻译”的未来展望[J].

文化产业,2020(35):96-97.

[2]Garcia. Beyond Translation Memory: Computers and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J]. Journal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2009(12): 199-214．

[3]陆艳.区块链技术的众包翻译应用[J].中国翻译,2020(5):

113-120.

[4]王少爽.机器翻译素养的概念内涵与表现形式[J].语言教

育,2021(2):54，62.

[5]武丽志,张妙华.从 Web1.0到 Web3.0———区域文化网络

传播的模式演替[J].科技传播,2015(2):10-13.

[6]傅敬民.翻译技术的发展与翻译教学[J].外语电化教学 ,

2015(11):37-41.

[7]Robinson, Douglas. 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一要深化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将人才培养与科学发

展、社会需求和企业需求相匹配，深化产教融合和校

企合作，将学生培育与教育教学同“工匠精神”深度融

合，为社会培养合格而优秀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

素质职业人才。二要继承古代“师徒制”教育传统。实

行“拜师学艺”制度，让学生学会做“学徒”，营造“亲师

合一”的师徒关系，让学生在实践实训中磨炼技艺，体

验精益求精和严谨专注的工匠精神。三要大力引导学

生积极考取国家职业技能认证或等级证书。通过学分

激励、“专升本”考试加分、精神和物质奖励等科学合

理的激励方式，大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职业技能认定

或考取等级证书，不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增强职业

荣誉感。

时代发展、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都需要大国工

匠。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高职院校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要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深入校园，为培养和造

就高质素、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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