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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胜于言：论劳动教育对立德
树人的功能支撑

＊

李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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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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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作为全面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实践性导向，有利于学生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为其他四育奠定基础。就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规律而言，劳动教

育可以在梦想实现、价值引领、实践育人、以文化人四个维度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供支撑；从贯彻落实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方针来看，可以通过道

德素养与日常实践结合、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创业就业与价值实现结合、锤炼品格与

艰苦锻炼结合等机制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培育劳动情感，提升专业技能，
涵养劳动品德。
［作者简介］　李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北京１０００４８）。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①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他再次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

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

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②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深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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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③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强调：“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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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机制研究———基于以劳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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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国理政》，第２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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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① 这些重要论述，高扬

了劳动教育的旗帜，丰富发展了党的教育方针，为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任务、
新课题。

一、劳动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教育事业培养的人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离开劳

动，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他倡导劳动教育要贯穿、渗透于一切学校教育之中。劳动是培养人、塑造

人的关键途径，甚至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手段。在教育体系中，学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充分发挥个

人的才干和智力。“劳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可以揭示人的思想、情感、智力、美感、心理状

态、创造精神，揭示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意义。人生育人，而劳动则把人造就成真正的人。”② 劳动与

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不含有劳动因素的教育。因此，劳动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
是要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互相交织、有机联系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才培养体系。

劳动教育是全面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既密切联系又各

有特点。劳动教育在整个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它决定了劳动教育的自身课程体系建设应

汲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之精华，让学生在劳动教育的载体上以德育中塑造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为指引，以体育中练就的顽强毅力和坚强体魄为基础，充分发挥在智育中培养的专业技能，呈

现美育熏陶下的劳动成果，让学生在能够尽情发展其自身能力、展现其创造力的普遍性和连续性劳动

中，真实体验劳动所带来的尊严感、幸福感和价值感。这体现了劳动可以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但五育又各有侧重，不能彼此替代。德育侧重于解决学生 “对世界怎么看”的问题，体现 “善”的要

求；智育侧重于开发学生 “改造世界的能力”，体现 “真”的要求；体育为学生 “看世界、改造世界”
提供身体机能支撑，体现 “健”的要求；美育注重学生 “看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心灵塑造，体

现 “美”的要求；而劳动教育侧重于用系统的科学知识与技能的教育教学来加强对学生劳动知识与技

能的教育，为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品德和劳动价值观奠定坚实基础，体现 “实”的

要求。③ 将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教育并列，既是对劳动教育本身的有效加强，也是对德智体美教育的

有力支撑，劳动教育应该成为为完善人才培养目标、支持德智体美教育的重要平台。

二、劳动教育支撑高校立德树人的逻辑维度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④ 高校加强劳动教育，发挥劳动教 育 在 育 人 功 能 上 的 塑 造 健 全 人 格、锤 炼 高 尚 品 格、
磨练顽强意志的重要作用，才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梦想实现的维度

劳动教育发挥实现梦想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通过劳动教育实现个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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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蔡汀等主编：《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１卷，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２４页。

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新内涵与新要求———基于习 近 平 关 于 劳 动 的 重 要 论 述 的 探 析》，《中 国 高 教

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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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并为现实的政治任务、经济任务以及其他任务服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
一方面，劳动教育是大学生实现梦想的必修课。习近平指出：“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

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① 也就是说，即使梦想再美丽、机会再繁多，如果没有辛勤奋斗，一切都

是徒劳的，梦想到实现之间隔着 “奋斗”的距离。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最有活力、最富激情、最具闯

劲的青年阶段，只有依靠勤奋不辍、持之以恒的劳动，才能把人生梦想变成现实。然而一部分大学生

嘴里常挂 “佛 系、都 行、没 关 系、可 以”；公 共 课 不 愿 意 上，专 业 课 不 认 真 听，考 试 来 临 之 际 依 靠

“划重点、转锦鲤、拜考神”等法宝；心中虚构一番人生宏伟蓝图却整天在宿舍睡懒觉，梦想永远只

停留在梦里。这些劳动观念淡薄、劳动价值模糊的现象应及时加以遏制。大学生要树立劳动是实现个

人梦想的必要手段的正确价值观，坚持在课堂教学、实验实践、自我学习等教育环节上付出辛勤劳

动；在体味艰辛和挥洒汗水中磨练自己，历练成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意志；在劳动实践和刻苦学习

中塑造自己，养成认真敬业、自信自律的心理素质，把自己打造成高等教育的 “优质产品”。另一方

面，大学生的个人梦想是中国梦的精彩音符。“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

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② 当代

大学生的 “创业梦”、“成才梦”、“复兴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崇唯志，业广唯勤”。大学

生要在青年时代确立崇高的志向并为此终生奋斗和辛勤耕耘，梦想才会实现。今天，国际上中美贸易

战摩擦不断，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取决于科研人员的素质。因此，大学生只有刻苦学习、积极实践才能为中

国梦的实现提供牢固的现实基础和可靠的支撑力量。
（二）价值引导的维度

劳动教育发挥价值引导的作用，有 利 于 加 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针 对 性。培 育 正 确 的 劳 动 价 值 观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须解决 的 重 要 问 题。目 前，在 大 学 生 从 小 到 大 的 成 长 过 程 中 一 直 缺 乏 相 对

的培育劳动价值观的土壤。在社会文 化 传 统 方 面，一 直 受 “万 般 皆 下 品，唯 有 读 书 高”、“劳 心 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的劳动伦理思 想 的 影 响；在 家 庭 教 育 方 面，９０后 的 大 学 生 大 都 是 独

生子女，在生活中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小劳动意 识 和 劳 动 能 力 没 有 得 到 很 好 的 培 养；在 学

校教育方面，９０后大学生大都是从幼儿园一 路 读 到 大 学 阶 段，受 高 考 指 挥 棒 的 影 响，在 应 试 教 育

下，长期脱离劳动实践，对劳动教 育 重 视 不 够。这 些 因 素 就 导 致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高 校 大 学 生 对 生 活

的认识和理解比较片面，心理 素 质 差，不 善 集 体 协 作，考 虑 事 情 只 会 单 纯 地 从 “个 体 本 位”思 想

的角度要求社会来满足个人需 要，而 从 未 想 过 自 己 应 该 对 社 会 应 尽 的 义 务。因 此，在 生 活 中 遇 到

一点挫折就会失望和悲观，乃 至 对 生 活 丧 失 信 心。为 了 解 决 上 述 问 题，必 须 重 视 劳 动 教 育，培 养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习近平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

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③ 大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不仅直接影响在大学

阶段的学习和生活，更关系到走向工作岗位以后的就业倾向、价值取向、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精神特

质。但是，在劳动教育中，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短期努力就能培育出来的，而是要通过

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才能沉淀下来并固化为价值观。黑格尔认为，“通过劳动的实践教育首先在于使

做事的需要和一般的勤劳习惯自然地产生；其次，在于限制人的活动，即一方面使其活动适应物质的

性质，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使能适应别人的任性；最后，在于通过这种训练而产生客观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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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５、２７７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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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和普遍有效的技能的习惯。”① 因此，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必须要培养他们的劳动态度、劳动习惯、
劳动技能和劳动品德才能最终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从而为其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实践育人的维度

劳动教育发挥实践育人的作用，有利于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通

过理论说服人和书本教导人两种方式，还必须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实践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

性，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劳动是联系知识与实际的纽带。劳动生活和劳动实践对于大学生来

说，不但可以印证所学的课堂知识，把教科书的专业知识内化为个体认知，培育创新意识，而且还可

以从具体的劳动过程中体会劳动的意义和快乐，发现和感悟关于生命、人生、价值等层面的道理，从

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通过劳动实践大学生可以印证所学的知识，还可以利用劳动实践中所获得的感性知识进一步加深

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开阔自己的视野，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毛泽东指出：“现在这种教育

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稷，看不见工人怎样

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② 解决这一问

题的唯一途径只有 “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使两种人相互结合”。③ 就是说要使知

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④ 单纯灌输式的专业课理论学习，容易使学生变得纸上谈兵，很难

熟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大学生通过劳动实践，在手和脑的协调配合下，身和心对专业有了更深的体

验领悟，在具体情境中创造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而且能够真正使在课堂上学习的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即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提高大学生个

体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养。
（四）以文化人的维度

劳动教育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方式具有间接性和潜在性，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现

阶段大学生大都处于１８—２２岁的年龄阶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然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容易受到身边具体环境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⑤ 大学生正确劳

动观的形成是大学生自身与各种社会、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生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身边社会

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感染和熏陶，他们大学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学校里度过，因此，高校重视劳动教育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不仅能够使劳动观教育贴近学生实际，增强学生的劳动认同，而且一定程度

上还可以使学生在校园活动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目前，在劳动教育发挥以文化人作用的具体实施层面，大体上是 “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行带

人”的传统思路。所谓以理服人，就是教师 “晓之以理”，做传道 “经师”，用讲道理和摆事实的方法

向学生进行劳动价值观的传递，解决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还做立德 “人师”，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所谓以情感人，就是对学生 “动之以情”，用真正为学生着想的情感去打动人。

比如：在学校管理上向学生倾斜，教育引导大学生培育劳动情怀。如高校在勤工助学、校园绿化、图

书管理，以及助教、助管、助研岗位设置上给予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不仅能够培养良好的

劳动习惯，而且能够实现劳有所得。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教育者能够真正地使受教育者感受到关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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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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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１８页。

励维志主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天津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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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所谓以行带人，就是 “导之以行”，是通过各种传播途径用榜样的事迹感染人的方法，如大学

生身边的榜样引领———大学校园里艰苦奋斗的励志传奇、向上向善的动人故事、刻苦努力的勤奋模

范；通过 “大国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形式，传播社会大力宣传的劳模故事，宣传大国工匠，让大学生

能够近距离感受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这种方式的关键就在于用模范的优秀品格，优秀的劳动品格去

影响人。目前，高校多角度、多层次地渗透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精神的校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

劳动教育的有效载体。

三、劳动教育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功能整合

劳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融于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全过程。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

征，因此，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既需要与人才培养体系有机匹配，又必须在现实行动中予以实施，从

而实现对立德树人的支撑。
（一）道德素养与日常实践的结合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陶行知提出 “社会即教育，生活即教育”① 的思想，现在这个教育理念依然适用。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生活阅历缺乏，基本生活技能欠缺，尚未完

全形成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感悟。劳动作为沟通主观与客观的中介，有助于大学生的道德素养获得全

面成长。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是 “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没有体验过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艰辛，因而在生活上就会放纵和荒唐。只有亲身参与了日常劳动，才会深刻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加

深对劳动环节的认识，产生刻骨铭心的劳动印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大学生的主业是学习，
没有大块的时间去田野中劳动实践，因此，必须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引导和强化。一方面，加强学生

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培养。当代大学生大都缺乏独立生活的锻炼，自理能力较差，仍然过着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在生活自理能力教育中，通过从洗衣、刷碗、拖地、擦黑板等简单

自我服务劳动，和进行宿舍卫生评比、校园草坪劳动体验等集体性劳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体验人自

身的力量，领悟到主体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能在实践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道德素养。另一方

面，通过勤工俭学、公益劳动等日常管理进行劳动教育，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劳动中去，提高道德素

养。我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曾说过，“勤工俭学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培养和发挥青年的创造性和

才能。如果我们给青年安排一条轻便的道路，他们只需饭来张嘴，上课就念书，什么也不管，这样我

们就会害了青年，会使聪明人也变成傻瓜”。② 现在有些高校开设一项学生管理工作改革，投入专项

经费设置勤工助学岗位，让学生负责校园环境卫生，去食堂做帮工，去打扫宿舍楼卫生，其中包括厕

所卫生。让学生在参与美化和净化学校的劳动过程中，亲身体验 “一粥一饭不易，一丝一缕之艰辛”。
学会懂得了劳动的艰辛，就会尊重劳动的价值，尊重别人的劳动付出，从而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培

养良好的劳动习惯，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增强集体荣誉感。
（二）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雨果指出，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由于思想属于脑力劳动，这两种人本质上

是一种人。因此，在劳动教育的培育目标上要把握好专业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结合，培养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一方面，劳动教育要渗透到专业课程中。在高校的专业课上，到处都有劳动教育的资

源。在具体涉及劳动教育内容的相关文科课程中引导学生培育劳动情怀，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

①

②

虞伟庚主编：《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页。

王树人：《革命老人徐特立》，《党史天地》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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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上，任课教师不仅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劳动的论述，
还会讲述中国哲学中对劳动的论述，让学生从哲学层面品味劳动。在文学通史课上，有许多诗歌、散

文、小说等形式的文学作品是关于劳动的描绘。任课教师在对作品的讲解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对作

品的鉴赏能力，而且还要把劳动教育渗透进去，让学生感受到劳动教育的魅力。在没有具体涉及相关

劳动教育内容的理科专业学习中，可以从发现某一原理或者探索某一实验的过程中，传递坚持不懈、
吃苦耐劳、勇于探索真理的劳动情怀和劳动精神。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要渗透到社会实践中。在马克

思看来，“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

的人的唯一方法”。① 实践出真知，劳动教育必须超脱黑板上的教育，转化为行动教育。高校在劳动

教育中，要加大对劳动情怀的培育，可以通过建设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基地以及学校与社

会密切合作的校企办学等途径，增加实验实践教学课时，利用暑假和寒假的时间，组织学生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深入基层一线的过程中，懂得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的道理。如酒店管理专业的学

生可以去实训酒店担任服务生、管理员，学习运作管理一家酒店，通过参加具体的劳动实践，让大学

生切身体会劳动的艰辛，增长社会阅历，增加社会体验，增强社会竞争力。
（三）创业就业与价值实现的结合

大学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仅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还要善于实践，勇于创新探索，在

就业或创业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一 方 面，树 立 正 确 的 择 业 观，增 加 就 业 满 意 率，实 现 人 生 价

值。择业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动观影响。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劳动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择业观。反

过来，择业观的正确确立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正确劳动观的形成。目前，高校毕业生的人数不断攀

升，就业创业工作面临严峻形势。与此相对应的是，一部分同学在择业时只盯着舒适型工作，漠视社

会需求量大且服务性较强的行业以及制造业等一线工作；一部分同学在择业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把

金钱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首选标准；一部分同学宁愿在家 “啃老”也不愿意去就业；一部分同学诚信

意识匮乏，出现 “频繁跳槽”和 “随意毁约”现象。因此，大学生必须通过劳动教育，树立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形成自主多元的积极就业观，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

绩。另一方面，创业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 一 个 从 无 到 有、从 理 念 到 行 动、从 不 知 到 可 知 的 劳 动 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了解新情 况、解 决 新 问 题，而 且 需 要 苦 干 实 干、勇 于 创 新 的 激 情 和 魄

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

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

新创造前列”。② 大学生正处在最富活力、最富创造力的人生阶段，他们理应成为创新的主体。我们

要坚持创新创业教育，弘扬创造性劳动光荣的良好风气，保护并培养年轻人的批判思维，引导大学生

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规，在实践中推陈出新、在就业创业上开创局面，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凝聚成促进

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强大动力。
（四）锤炼品格与艰苦锻炼的结合

大学生在艰苦锻炼的实践过程中不断锤炼品格，通过亲身感受和体验，不仅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

观世界的认知，而且提升对未来人生规划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劳动是锤炼品格，砥砺青春的

“磨刀石”。劳动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增强人的自信，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习近平在谈及知青插队

生活的经历时说过：“我当农民，学会了全套农活，是村里最好的劳动力之一。这段经历培养了我的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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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和自信，使我感受到人世间没有受不了的罪，认为自己在逆境中能干出来、活出来。”① 人只有

在劳动中能动地发挥聪明才智，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通过劳动，特别是集体劳动和一些富有创造性

的劳动，有助于可以培养和激发人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同时，大学生也要在日常生

活、学习中落实好敢于吃苦、勇于奋斗的精神。在生活上，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

的生活作风；在学习上，刻苦钻研、奋发图强，孜孜不倦地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艰苦锻炼铸就

干事的历史担当。正如习近平回顾插队经历时所说：“７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

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

到那个程度。”②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繁重的劳动生活能够磨练其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坚毅刚强

的意志品质和勇于担当的品格风范。作为大学生来说也同样适用，在创业就业的初始阶段都是艰辛

的，只有拥有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艰苦卓绝的努力精神，才有可能实现人生价值。而这些都需要树

立正确的劳动观，展现热爱劳动、磨练劳动意志的精神，拥有推陈出新的魄力和勇气，提起劳动意志

克服一道道难关，真正承担起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奋斗的历史担当。

四、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理想图景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 “八个相统一”：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

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

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

性教育相统一。③ 劳动教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导向，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提供支撑，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而加强劳动教育、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战略性的社会系统工

程。全社会应该深刻领会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突出问题导向，制定切实方案，相

关各方应统筹推进实施，形成合力，协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

养体系。一是要实现劳动教育制度顶层设计的系统化。修订 《教育法》和 《高等教育法》，把 “劳育”
入法，出台 《关于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意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应协同制定落实全面加强劳动教育

的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劳动就业、创新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舆论宣传、文化氛围等方面的配

套制度。二是实现劳动教育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的一体化。深入研究基础教育阶段、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劳动教育的施教方法，实现不同受教育群体接受劳动教育的自然有效衔接；
根据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不同教育特点和培养目标，分类施策；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贯穿所有教育阶段和类型。三是实施家庭、学校、社会劳动教育协同化。让尊重劳动、热

爱劳动成为 “好家风”、“好门风”的重要内容；推进劳动教育与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
创新创业、产教融合、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把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大社会实践力度，
让学生走进社区、工厂、部队、农村，在劳动中获取真知；强化舆论引导，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

的良好氛围；在评选劳模、参政议政上加大对高技能人才倾斜；要对社会上好逸恶劳的行为，及时予

以批评和否定。四是实现劳动科学学科建设显学化。应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劳动科学理论体系和学科

体系，推动劳动科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智库建设协同发展，推动劳动科学学科建设和劳动教育的

深度融合；将与劳动教育相关的课题纳入国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选

①

②

③

孟翔风：《做有志气有作为的一代———习仲勋之子习近平访谈录》，《家长》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主编：《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４２页。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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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指南，加大项目指导和经费支持力度；支持组建全国性的劳动教育学术组织；强化劳动科学普及，
要学会运用劳动科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劳动领域重大问题。五是实现劳动教育精准化。精准考虑不同受

教育主体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教育阶段差异等；鼓励各地区精准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劳动教育课

程和教育内容；各地区要精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等多种形式拓展劳动教育方式，提升劳动教育的实际

效果。六是实现劳动教育师资多元化。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身体力行，强化身边教育和示范

引领；学校要把劳动教育纳入师德师风建设范畴，构建具有劳动教育考核指标的教师评价体系；开展

“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立足勤奋学习，立志劳动创造；形成各行各业广泛参与

到劳动教育的良性机制。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Ｖｉｒｔｕｅ

Ｌｉ　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ｄｅ　Ｓｈｕｒ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
ａｌ，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ｌｅａ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ｏｄ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ｒｅａｍ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ａｌｌ－ｐｅ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ｗｈｏｌｅ－ｃｏｕｒ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
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ｙｏｕ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ｌａｂｏｒ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ｎｈａｎｃｅ　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　李文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