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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talent trai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grasp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al ori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theoretical origi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practical basis, rich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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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要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1]劳动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必须体现在立德树人之

中，高校要把握加强劳动教育的育人导向。

1 劳动教育的理论渊源、文化传统与实践

基础
1.1 劳动教育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之中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体现了从自然界向人类社

会过渡过程中在劳动这里被揭示的唯物史观原

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

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

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

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2]由此可见，劳动一方面

创造了人，提供了人类意识的丰富内容。在这里，

劳动构成了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根本基础，以目的

性和能动性体现了人的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本

质区别。另一方面，劳动构成人和人类社会产生的

现实基础，在劳动中，人和人类社会由此诞生并得

以发展，而且在劳动中，人类既改造自然也改造自

身，劳动生产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也生产

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也体现了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消灭异化

劳动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唯物史观原

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

的对象的关系”[3]。在这里，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

条件下发生了异化，变成了一种被迫性与强制性

的活动。因此，只有真正以劳动体现人与人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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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劳动肯定劳动者自身的自由自主和人的

主体解放，以及在劳动中感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这需要在消灭了私有制

的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构成了劳动教育的理论沃土，深刻反映了劳动本

身以及劳动人民通过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积极作

用，为推进劳动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内生动力

源泉。

1.2 劳动教育植根于优秀传统劳动文化之中

中华几千年的灿烂历史也是一部劳动人民的

生产史和劳动发展史。诸如诗经中的“大田多稼，

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

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4]，王维的“斜阳照墟落，

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

秀，蚕眠桑叶稀”[5]，就强调劳动尊崇、劳动在生产

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传统二十四节气的编制，强调

对农事的指导、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并突出劳动方

式内容的丰富性。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磨制

石器、耒耜耕地、种植水稻、青铜农具、铁农具，到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再到机械、兵

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技术等，进一步体

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以劳动创造展示在自然科学、

工业制造等方面的发明成就，也体现了他们对劳

动文化精神、劳动实践方式的推崇敬畏和传承传

播。应该说，这种劳动文化和劳动精神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内核之一，形成了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吃苦

耐劳的集体性优秀劳动品格。这一品格始终贯穿

于经济社会生产发展和生活实践当中，不断推动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1.3 劳动教育植根于全国上下奋斗实践之中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开发和

建设了辽阔河山、海疆、粮田等，战胜了众多自然

灾害、恶劣环境等，建设了美丽城镇乡村，发展了

门类完整的国民经济产业，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需要特别指出，在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取得

了重大战略成果和显著成效，这里除了党和政府

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另外最

重要因素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付

出牺牲的实干苦干的劳动实践。当前，我国的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已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迈上了新台阶，教育更高质，工作更稳定，收入

更满意，生活保障更可靠，医疗卫生服务更高水

平，居住条件更舒适，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可以

说，今天的物质精神财富，都浸透着全国人民的辛

勤汗水，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劳动付出。毫无疑问，

无论个人发展还是国家富强，都离不开劳动，正是

这种伟大的劳动实践精神，构成了以劳动创造人

民更加美好生活的坚实根基。

2 劳动教育的丰富意蕴
2.1 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生动体现

2.1.1 劳动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社会生产发展特别是社会大工业生产发展

对人的影响来看，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

尽可能多方面地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是

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体现。学校人才培养必须坚

定全面发展的方向，一方面通过劳动教育和劳动

活动，使学生了解社会生产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技

能要求，还可以让学生受教于市场经济发展相关

的概念与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等。另一方面学生个

体在劳动中形成劳动文化、劳动实践的观点，达成

“尊重普通劳动者、体认劳动不分贵贱，培养勤俭、

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树牢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体会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情感体验，[1]养成好的劳动

态度与劳动习惯，强化劳动自立、劳动持家体验和

劳动强身意识，促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

面全面发展。

2.1.2 劳动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
进入新时代，劳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

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一是通过劳动教育，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生只有积极投身于经

济社会现代化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

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才能在社会劳动中

实现人生价值。二是通过劳动教育，加强成才教

育。学生只有通过劳动来理实结合，“砥砺道德品

质、掌握真才实学、练就过硬本领”，[6]以量变促质

变，往复循环、螺旋提升，才能更好遵循规律成长

成材。三是通过劳动教育，加强艰苦奋斗精神教

育。让学生明晰，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时期，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艰

苦奋斗的美德和优秀传统。四是通过劳动教育，强

化纪律要求。劳动实践必须讲纪律讲规矩。五是通

过劳动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要以养成学生良

好劳动态度和习惯为抓手，不断提高学生职业道

德与总体道德水平，包括树牢正确劳动观念，形成

由敬而畏、由知而畏、由敬而爱、由知而爱的敬业

意识以及乐业、勤业、精业的意识。

2.2 劳动教育是中国梦实现的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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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实现是理想目标与社会实践的并行

并重。因此，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的实践属

性，不能仅仅看作一种理想目标和精神价值，而是

更要看到中国梦实现的群众性，这不是个人或少

数人的实践，而是人民群众投身其中的创造运动，

在劳动实践中实现全民族一致目标、根本利益和

共同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

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7]不能简单套用书

本上的理论和简单照搬他国经验，而是要立足国

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般

原则、一般规律的实践指导，在持续不断的劳动实

践中去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不断迎接挑战、克服困

难而奋勇前进的实践结果，正如历史昭示，我们的

国家走过了昨天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走到了今

天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也必然走向明天的“长风

破浪会有时”。[6]今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 草

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蜡子口’需要征

服。”[8]只要大家勇于在实践中开拓前进，以高度的

建设热情、忘我的劳动创业精神、开拓奋进担当的

奋斗姿态，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大厦

添砖加瓦，中国梦的实现很快会到来。

3 劳动教育的当代价值
3.1 劳动教育是把实干兴邦落到实处的基本方式

要引导学生立足现有基础和平凡岗位进行劳

动实践。要从个人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实际情况出

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把理想目标结合在

实践的具体行动中，不脱离实际空谈理想、浅尝辄

止。要从小事和从身边的事做起，从具体工作和细

节做起，把实干装在心里，坚持实干就是一种路

标、一种导向、一种精神，在循序渐进中实现人生

目标。

要引导学生开展为责任使命不懈奉献的劳动

实践。要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尊重顺应

这种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突出当代青年的使命和担当，自觉将个人的

奋斗目标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积极

向劳动人民学习，从劳动人民中汲取营养并服务

于劳动人民，积极成为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以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要引导学生开展创新性的劳动实践。劳动实

践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新

创造，[6]要勤于思考、大胆探索，勇于突破陈规、打

破习惯性思维，从教条式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从

保守的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在适应历史发展

的趋势中打破与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不相吻合的

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的束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

坚忍不拔，充分发挥创造力，塑造新时代劳动实践

的内在精神特征与精神品格。

3.2 劳动教育是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的关键举措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都揭示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劳动文化精髓的文化底蕴，诠释

了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用行动阐释劳动内容的

共同内涵，引导着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导

向。在这里，劳动教育就是让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

念，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劳动

教育就是让学生学习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劳

模精神，这是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精

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劳动教育就是引导学生

形成对产品精心打造和精工制作的理念与追求、

对前沿技术不断吸收并创造新成果的敬业精神、

创新精神、执著精神。

要引导学生学习、接触、聆听、感受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实质以及其中的人和事，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各行业、各人群涌现出的

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是人们身边

看得见摸得着又可以学的榜样和标杆。要充分发

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带动感召作用，在劳

动中发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真正使劳动

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3.3 劳动教育是打造中华民族复兴梦之队的重要

途径

3.3.1 在勤学中增长劳动本领
要引导学生认识我国从“世界工厂”到“中国

制造”再到“中国智造”的深刻变化。学生必须要以

劳动深化学习，既要打牢基础，又要对照前沿更新

知识；既要突出理论学习，又要注重实践技能的熟

练掌握。

3.3.2 在修德中增长劳动本领
要引导学生把崇德修身放在做人做事的首

位。“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

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6]，”在实践中

领悟劳动的德、勤俭的德、感恩的德、助人的德、谦

让的德、宽容的德、自省的德、自律的德等，以劳动

深化修德，以劳动涵养品格。

3.3.3 在明辨中增长劳动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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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站位，在劳动实践中做到有界限、有底

线、有高度，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

劳动实践中要强化真善美、假恶丑的辨析度和判

断力，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引领者、社会文明进步的

带动者。

3.3.4 在笃实中增长劳动本领
要引导学生在实干中一点一滴地实现梦想，

不可急于求成，不可心浮气躁，要透过复杂现象把

握事物本质内容；要立足劳动实践，于实处用力，

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迈稳步子，夯实根基，久久

为功，从而更好地把人生追求和个人价值与社会

实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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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融入课程思政的方式和教学实践的方

法，对专业软件实践类课程思政建设，具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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