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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上海H高校为研究对象，多维探析当代大学生的劳动教育，深刻剖析现代高校劳动教育的现

状，提出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从高校、社会、家庭和大学生自身四个方面切入，不断推动高

校劳动教育的规范化、常态化、可持续发展，为立德树人、全面育人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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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多样的社

会思潮不断涌现，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未来生力军的

大学生，其所接受的劳动教育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

战。在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着诸多对劳动不正确的

认识和行为，让青年大学生变得会劳动、擅创新、能

生存、做成事，并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劳”

字列入全面发展教育理念，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神。因此，研究和分析新时代高校学生的劳动教育基

本情况，提升劳动教育在大学生中的实效，不仅是当

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的任务，同时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一、重识与回归：劳动教育的最终目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劳动形式的多样性变

更，劳动被逐渐异化和“偏离”，学校教育中的劳动教

育也不再有深远的内涵，逐渐变得形式化和边际

化。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纸上谈劳”缘于劳动教育的

一再缺位和异化。重新认识劳动在教育中的意义，

有助于增进对新形势下人才培养方式的把握。

1. 以劳树德。德育就是把一定的社会的思想观

点、政治方向和态度以及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

个体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通过劳动教育大学生可

以养成良好生活学习习惯、培养健康心智，在未来的

人生中彰显个性魅力，热爱生活、具有创新思维，成

为推动社会道德养成和个人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

合。劳动是改造社会型态和人性完善的的巨大力

量，是促进社会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2. 以劳增智。智育是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现代文

化科学知识和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培养他们的能

力的教育活动。通过劳动教育，学生可以学习掌握

劳动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实操促进智力提升。现代

发达互联网社会生态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大

的人工智能和技术飞速升级换代。技术和劳动存在

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现实社会中，劳动和技

术密切联系，融为一体，任何剥离劳动和技术的行为

都无法实现，反倒劳动在不断促进技术的代际发展。

3. 以劳强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运动

和实践，人与社会在不断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

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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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构成了人类的本质特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是劳动的两种不同形式，但二者有强通融性。每一

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离不开劳动，劳动让人拥

有健康的体魄。

4. 以劳育美。美育目的的实现，离不开审美的

实践活动。劳动教育的实施不仅可以让大学生增强

劳动创造美的认识，而且能体验到劳动本身即美。

大学生们可通过家庭中的家务劳动、日常生活中手

工制作等劳动美化自己的生活，通过参加社会公益

劳动美化周边的环境。因此，实施劳动教育可以从

心灵上培养学生美的积淀，熏陶学生美的情怀，树立

和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提高他们对美的感受力、

鉴赏力和创造力，从而起到以劳育美的作用。

5. 以劳创新。创新起源于劳动。劳动教育之所

以有创造性，源于劳动的多样特征、开放特征和互通

特征。劳动的表现形式多样化源于劳动性质多样

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多维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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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劳动成果也呈现出多样化，因此需要科学论证和

科学研究后方能确定什么劳动内容、什么劳动形式

适合什么类型的学生。劳动种类的多样性体现于对

劳动的分类，从复杂性上可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

动，从操作形式上可分为手工劳动和机械劳动，从表

现形式上可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无论哪种劳

动形式，都是新事物产生的起点。

二、缺失与成因：劳动教育的现状分析

本文选取上海 H高校作为样本，对大学生劳动观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定量研究

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线上发放问卷，共

回收问卷 1520份。人工检查，将填写不完整、不正确

的无效问卷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 1352份，有效率为

88.95%。整个研究围绕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从学生学习阶段的进阶、知识结构的跃升等层

面揭示大学生劳动观的动态变化过程；二是从知（劳

动观念和价值取向）、情（劳动情感和态度）、意（劳动

习惯和意志）、行（劳动知识技能、劳动创造力）四个

方面了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现状及其问题根源，并

根据调研情况探索高校劳动教育的解决之道。

1. 实证研究。一是劳动价值取向功利化。改革

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当代大学生的劳动价值取向也出现了一

些功利化倾向。调研结果表明，57.84%的大学生对

于物质报酬较为看中，认为劳动的对等结果应该是

物质报酬，缺少物质报酬的激励，就降低了参加劳动

的自觉，也降低了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被问

及“毕业后选择工作的标准”时，65.83%的受访者将

“薪酬福利”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仅有 19.08%的受访

者表示在择业时“首先考虑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在

求职择业时，大学生开始从强调人生价值的实现转向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大学生的劳动价值取向出现

了现实大于理想，个人利益位于集体利益之上，眼前

利益优于长远利益，由“义”向“利”倾斜，先讲享受

再讲贡献，劳动价值观取向功利化随之日益明显。

二是劳动态度趋于消极化。在回答“是否认为

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为高级”的问题时，42.06%的

受访者持肯定态度。可见，大部分大学生将脑力劳

动划分在体力劳动之上。实证研究表明，部分大学

生对劳动的理解有偏差，没有认识到劳动是人的基

本需要和基本生活方式，没有意识到劳动对身心养

成的功效，片面地认为劳动占据了学习时间，增加了

学习负担，进而排斥劳动、不想劳动，不愿劳动。一

些大学生消极的劳动态度，具体表现在对各种形式

区分对待，有所偏好；对于工作和学习任务应付了

事；更有部分大学生崇尚不劳而获等。因缺少正确

的劳动态度，延伸到学习上就会出现抄袭、旷课、不

参加集体活动、沉迷网络等不良行为，延伸到毕业求

职时，就会出现缺乏积极的劳动态度与实践勇气，有

挑肥拣瘦、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择业观。

三是劳动意志呈现曲线化。在回答“是否愿意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时，不同年级的学生表现出了明

显的积极性差异。大一学生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的比例为 57.84%，大二学生略有下降，为 49.04%，大

三学生则降至最低点 22.04%，大四学生又大幅回升

为 50.81% ，研究生群体的比例为 65.83%，整体从学

习阶段上呈现出曲线变化。对于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的原因，大一学生首要原因是“做志愿服务活动是有

意义的事”，大二大三学生不愿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

首要原因是“学习时间宝贵、课程任务较重”，大四学

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首要原因是“抓紧锻炼机会提

升自身素养”，研究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首要考虑

是“为毕业求职走向独立做准备”。结果表明，不同

年龄阶段大学生的劳动动机、劳动意愿和劳动意志

呈现明显差异。因此，在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劳动教

育时需要分类引导、因材施教。

四是劳动能力日益削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的

推进，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客观上为当代大学

生专心学习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助长了部

分大学生的惰性。调研中，仅 15.68%的受访者表示

“经常做家务”，63.31%的受访者表示“偶尔做家务”，

21.01%的受访者表示“不参与做家务”。而做家务的

动力上，66.64%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是被迫做家务的，

只有少数大学生是自己主动要求承担家务劳动。当

被问到“多长时间打扫一次寝室卫生”时，68.05%的

人表示“打扫寝室卫生的习惯不固定”，2.96%的人表

示“室友打扫，自己不参与”，27.22%的人表示“轮流

打扫”，另有 24位同学（占比为 1.78%）表示“自己承担

了打扫的主要任务”。这些调查结果反映出部分大

学生缺乏基本的劳动意识，没有养成良好的劳动习

惯，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2. 根源分析。实证表明，当代大学生劳动观的

思想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部分大学生主观上劳动

意识淡薄、劳动习惯缺乏，思想上不尊重劳动者和劳

动成果，行动上不具备合作精神。究其根源，主要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高校劳育的结构性失调，高校教育存在着

“重智育轻德育”的问题，没有把德智体美劳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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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体予以考虑，在育人理念、师资保障、课程体系、

评价体系等方面忽视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二是社

会劳动精神的宣导不强，社会环境在劳动意识上的

导向不强，大学生的认识普遍存在偏差，认为脑力劳

动优于体力劳动，这不仅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意

识与劳动习惯，还阻碍了学生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进

步。三是家庭劳动习惯培养不足，当代大学生大多

是独生子女，家长普遍溺爱孩子，使孩子形成养尊处

优、好逸恶劳的习惯，缺乏艰苦奋斗精神。四是大学

生劳动主动性失衡，部分大学生从小只关注读书成

绩，缺乏实践知识和劳动锻炼，自身的劳动观在成长

的过程中产生了偏差，不能充分认识到劳动实践的基

础地位、劳动对于自身成长成才的价值和意义。

三、实践与思考：以劳育人的解决之道

1. 深化高校劳育的关键引领作用。高校劳动育

人应注重价值引领和价值实现。培育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培养大学生精益求精、永不

言弃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精神。一是要把劳动精神的

教育融入理论和实践的全过程。进行劳动理论的系

统研究，可以探索分年级分阶段的劳动教育，精准介

入学生劳动教育。二是要提升教师劳育意识，发挥

高校教师的指引作用。高校教师在全员育人的体系

中，承担着传道授业和隐性教育的职责。因而提升

教师水平也是全员育人的应有之义。三是要构建高

校劳动育人的课程体系。强化劳动教育的基础地

位，赋予实践活动以实效内涵。把体育锻炼和劳动

教育区分，开设劳动实践课程，以劳动实践深化理论

理解。四是要健全劳动教育的评价体系。高校评价

学生成绩体系有德育成绩、课程成绩、体育成绩，美

育融合在人文社科类教育课程中，而劳育没有独立

的考评体系，因此，要从课程设置和教师两方面对劳

育进行考核。

2. 拓宽社会劳动教育的多元渠道。一是高校要

搭建学生劳动教育的社会桥梁。除了就业实习外，

应该促进义工服务、志愿服务常态化，以及学生实践

载体的多元化。二是要主动与用人单位接触，从职

业生涯发展视角，以人职匹配的理念引领学生主动

适应职业发展。用人单位接过高校的接力棒，在高

校培养的环节中就要明确用人方向。三是社会要宣

传先进事迹，树立先进典型，从宣传层面将劳动价值

观的宣扬与高校宣传工作紧密结合。

3. 巩固家庭劳动教育的基础地位。家庭教育是

大学生教育的基础和前置环境。习近平提出要提高

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摆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上，未来的家校沟通将在教育环节中

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家庭层面看，着眼于大学

生的的全面发展要求，需要从观念上不断加强家庭

成员的劳动教育观念，凸显劳动教育在家庭教育中

的地位。一是要把家庭教育主体纳入全方位育人的

系统工程，把隔代家长和监护人作为重点宣传对象。

二是要发挥家校联系作为共同育人的纽带作用。寒

暑假期间，大学生回归家庭，劳育课程的评判要深入

育人的全过程。可以以劳动作品或记录劳动过程的

形式，巩固家庭劳动教育的基础地位。

4. 发挥学生劳动教育的本体功能。大学生的成

长成才关系到个人的成长、民族的未来，在大学生活

中，应将劳动观念内化于心，将劳动行动外化于形，

充分发挥个性劳动教育的自觉。在职业选择过程

中，摒弃唯待遇至上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端正为国家

民族劳动的价值取向，体会劳动的过程美和快乐。

在课程学习和生活中，主动把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

紧密结合，回归大学生应有的勤劳状态，以劳动实现

人生的充盈，以劳为美，坚决摒弃懒惰等不良习惯。深

刻领会“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时代内涵和“勤能补拙”的

现实意义，把劳动观念的端正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统

一到自育的自觉上来，做新时代有担当的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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