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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
———如何认识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 檀传宝

［摘 要］ 劳动与实践、活动等概念的一般含义以及在教育情境里的意涵均有明显不同。劳动精神、劳

动价值、劳动素养诸概念强调的重点也有显著差异。通过对劳动教育相近概念进行深入辨析，进而对劳

动教育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展开较为明晰的厘定，对劳动教育的理论研讨及实际工作有重要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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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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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劳动教育成为教育工作者特别关注的内容。
但是人们对于与劳动教育相关的诸多概念的理解

见仁见智，对于劳动教育本身内涵及特征的理解，

更是众说纷纭。本文在对劳动教育与相近概念进

行辨析的基础上，力图对劳动教育的概念内涵、
基本特征进行较为明晰的厘定，希望对劳动教育

的理论研讨及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劳动、实践、活动

( 一) 劳动与实践、活动三概念的一般含义
劳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多指

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在《中国大百科

全书 ( 哲学卷)》中，劳动被定义为“是人类特有

的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人类通过有目的的活

动改造自然对象并在这一活动中改造人自身的过

程”。在经济学中，劳动则是指劳动力 ( 含体力和脑

力) 的支出和使用。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

对劳动的定义是: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

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
实践，是重要的哲学范畴，就是人们能动地

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物质的活动，实践

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
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改造自然的物质劳动、改进

社会关系的社会活动，以及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

探索活动等。实践的主体是人，实践的手段就是

人所创造的工具的应用，实践的对象则是人接触、
改造的一切客观对象。换言之，实践是主体和客

体的中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过程。
活动，一般是指人类有目的的运动，更多指

的是一种日常词汇，而最广义的活动概念则指人

类的一切运动形式。活动当然包括物质实践活动，

但思维或者精神的运动也是活动的类型之一。实

践、劳动都是活动的类型。
概而言之，活动、实践、劳动，是前者包含

后者的关系。而劳动，可以视为社会实践活动的

一部分，或者社会实践的特殊形式之一。
( 二) 劳动与实践、活动三概念的教育意涵

劳动与实践、活动三概念在教育语境中的意

涵，则与“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活动课

程”等概念的具体使用有密切联系。
“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

( 即确立正确的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态度，热爱

劳动和劳动人民等) 和养成劳动素养 ( 有一定劳

动知识与技能、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等) 为目的

的教育活动。劳动还与 “劳动技术教育” “通用

技术教育”等概念相关。不过 “劳动技术教育”
较强调技术的学习，与职业定向存在更密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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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通用技术教育”则是开展基础技术教育的课

程形式，“通用技术”是其教育重点，“劳动”已

不是其核心意涵。换言之，劳动教育是面向所有

教育对象的普通教育，而 “劳动技术教育” “通

用技术教 育”两 个 概 念 中 虽 也 有 “劳 动”的 要

素，但较多指向具体技术或者通用技术的学习等，

强调重点有显著差异。
“社会实践活动”一般指学校组织学生走出校

门，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目的的教育活动。
了解社会的活动包括参观、访问、调查等，服务

社会则包括劳动体验、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实践

活动”的教育功能虽然是全方位的，但是一般认

为其核心价值在于助益学生的德育。因此，社会

实践活动常常被看成是学校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活动课程”又称经验课程、 “儿童中心课

程”，一般是指以儿童 “活动”的动机及线索来

组织的课程形态。杜威、陶行知等认为传统的学

科逻辑不能激发儿童学习兴趣，从而主张以儿童

生活为中心组织课程，以满足儿童当前的学习需

要和兴趣。在活动课程的概念里，“活动”具有强

烈的儿童主体性，但是其意涵与 “生活”概念较

为接近，是一个十分广泛的范畴。换言之， “活

动”并不专指“劳动”。
故在教育话语情境中，活动、实践、劳动之

间，除了包含 ( 前者包含后者) 关系，三个概念

还有因为使用的教育情境而产生的特定意涵。劳

动是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之一，劳动、
实践两者的重点都指向教育活动所要养成的素养

目标，具有一般或者普通教育的意涵与教育价值，

而活动则是指儿童生活与学习的一种形式，指向

教育活动的形式、结构安排等。

二、劳动精神、劳动价值、劳动素养

( 一) 劳动精神
“精神”一是指 “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

般心理状态”，另外是指 “( 人) 所表现出来的活

力”和“活跃、有生气”。劳动精神，则主要指

人们对劳动的热爱态度以及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

体现出来的积极人格气质。前者包含对于劳动价

值的认识、对于劳动的正向态度以及对劳动者、
劳动过程、劳动成果的尊重等。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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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前

者。后者是指对于劳动热爱的态度在劳动主体身

上的体现，包括劳动者身上所具有的对于劳动的

积极评价、敬业态度、积极性、创造性等。在日

常生活中，劳动精神的学习常常与向劳动者尤其

是向“劳动模范”的榜样学习联系在一起。
( 二) 劳动价值

价值，在经济学中指体现在商品里的“社会必

要劳动”，劳动价值的目的是使使用价值产生增值。
在哲学中，价值概念则与对事物之于主体作用的主

观评价活动联系在一起，“价值是客体向主体呈现

的意义”，故与“价值观”密切相联。英文的 Value
( 价值) 也有上述两种意涵。除表达事物有用性这

个意涵外，价值又与“评价”“价值观”紧密相关，

例如西方重要的教育理论之一“价值澄清理论”里

的“价值澄清”，实际上是指对于个体“价值观”
的澄清。在教育情境中，劳动价值主要包含“劳动

的价值”和“劳动对教育的价值”两个维度。前者

指向劳动对于人类生活的有用性及劳动的社会意

义，后者则是指劳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

意义。在教育活动中，“劳动价值”与“劳动价值

观”是两个相关联但是指向不同的概念。“劳动价

值观”不是指劳动本身的价值 ( 劳动价值) ，而是

人们对于劳动价值的主观认识。当人们日常用语所

说要帮助学生确立“劳动价值”时，实际所指为培

育学生的“劳动价值观”。而由于“劳动价值观”
是指“人们对于劳动价值的主观认识”，是对劳动

价值全部主观评价的抽象，培育“劳动价值观”比

培养“劳动精神”涵盖的范围更广。
( 三) 劳动素养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交叉使用，但“素

养”与“素质”却是不同的概念。“素质”一般是

事物本来的性质，具有先天性，心理学中的素质是

指人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等。而

“素养”则 是 指 人 的 日 常 ( 即 “素”) 修 养 ( 即

“养”) ，主要指向后天养成的人格品质。 “素质”
是中性的、描述性概念; “素养”也有描述性，但

常常是规范性概念，具有价值的正面性，故 “素

养”在很多场合与“教养”可以是同义词。当人们

说某人没“素质”的时候 ( 实际上是一种概念的误

用) ，并非说某种先天品质的缺失，实际所指乃是

正面的“素养”或者“教养”不够。劳动素养，指

经过生活和教育活动形成的与劳动有关的人的素

养，包括劳动的价值观 ( 态度)、劳动的知识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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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维度。同时“劳动素养”也具有规范性概念的

特征。说某人具有“劳动素养”，实际上指某人具

有“好的”劳动素养 ( 教养)。一个有良好劳动素

养的人，一方面应当有对于劳动价值的正确认识及

积极态度，另外一方面一定也有对于劳动的理论知

识与劳动的实践策略的娴熟了解和掌握，有良好的

劳动习惯。故广义的“劳动素养”包含“劳动价值

观”，狭义的劳动素养则专指与劳动有关的知识、
能力、习惯等。

三、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综合以上概念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如

下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 一) 劳动教育的基本内涵
“劳动教育”是以提升学生劳动素养的方式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由于“劳动价值观”
是劳动素养的核心内涵，“劳动教育”也可以定义

为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 ( 即确立正确的

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

民等) 和养成良好劳动素养 ( 形成劳动习惯、有

一定劳动知识与技能、有能力开展创造性劳动等)

为目的的教育活动。
在劳动价值观方面，劳动教育要努力帮助学

习者: 其一，确立正确的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

态度 ( 即具有 “劳动精神”) ，拒绝 “好逸恶劳”
“不劳而获”等错误的价值观; 其二，形成尊重、
热爱劳动过程、劳动成果和劳动主体———劳动人

民 ( “劳动精神”的体现) 的价值态度。
在养成良好劳动素养 ( 狭义) 方面，劳动教育

要特别强调: 其一，促进学生具备一定劳动知识与

技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其二，发展学习者创造

性劳动的潜质，成为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性劳动

者; 其三，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成为“流自己的

汗、吃自己的饭”的有尊严、有教养的现代公民。
( 二) 劳动教育的基本特征

劳动教育作为以提升学生劳动素养的方式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劳动教育具有普通教育的特征。亦即，

劳动教育旨在落实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具有普

通教育的属性。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始，“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劳动教育命题的着眼点

就在于培育在体力、脑力上均获得全面发展的人。
劳动教育具有立德、益智、健体、育美等较为全

面的教育功能。因此，虽然职业教育往往包含较

多的劳动教育成分，但是劳动教育却是覆盖不同

教育类型的教育形态，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大

中小幼不同学段的教育，都要开展劳动教育。而

由于这一普通教育的属性，劳动教育在基础教育

阶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劳动教育具有价值教育的属性。如前

所述，劳动教育区别于当代社会以发展基础技术

能力为核心目标的 “通用技术教育”等概念。劳

动教育所要培育的劳动素养，当然包括形成劳动

习惯、有一定劳动知识与技能、有能力开展创造

性劳动等，但劳动价值观才是劳动素养的核心。
虽然劳动教育的开展离不开具体的劳动形式以及

专门劳动技术的学习，但真正健康的劳动教育则

应当特别注重核心目标的达成，即努力帮助学生

确立正确的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态度，努力帮

助他们形成尊重、热爱劳动过程、成果和劳动主

体———劳动人民的价值态度。
第三，劳动教育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社会

属性。由于人类劳动的形态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

之中，劳动形态也在不断变化，具体表现为脑力

劳动的比重不断增加、新形态的劳动不断形成。
所以劳动教育包括参加体力劳动，但又不能狭隘

理解为简单的体力劳动锻炼。劳动教育应依据劳

动形态的演进而与时俱进。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

服务形态的劳动、创造性劳动等，形成当代劳动

教育的新方向。此外，劳动价值观形成的基础是

社会大众对劳动价值的真实确认，若社会没有尊

重劳动的分配机制与舆论氛围，学校的劳动教育

必然孤掌难鸣，难有实质成效。因此，学校必须

与家长和社会携手合作才能取得劳动教育的实效。
综上所述，对于劳动教育相关概念以及劳动教

育本身的上述分析对于今后劳动教育的开展有几点

方向性的启示: 一是劳动教育不等于一般性的活

动、实践等，劳动教育要义在于通过劳动培育受教

育者全面发展的人格; 二是劳动教育不等于具体劳

动技术的学习，劳动教育当然包括劳动技术的学

习，但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劳动价值观的培

育; 三是劳动教育包括但不等于体力劳动锻炼，那

种有意无意将劳动教育等同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学工、学农”等劳动教育旧形态的思维，已经无

法适应 21 世纪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社会实际。在

当前形势下劳动教育应当大力倡导，但劳动教育要

落到实处，其观念与实践无疑都应当与时俱进。
( 责任编辑 徐华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