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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本科院校要根据劳动教育新要求，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采用“理论+实践”的教

学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培育学生积极向上的劳动精神和认

真负责、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认可并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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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建设

国家的使命。培育职业本科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对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有

着重要的价值。长期以来，由于学校、家庭、社会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当前职业本科院校学生中存在诸如“轻视劳动”

“看不起劳动者”等错误的价值观念。如何让学生树立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能够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造劳动，已成

为职业本科院校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从理论教

学、劳动周、实训课、社会实践、劳动成果等方面提出了新

时代职业本科院校开展劳动教育的策略。

一、开设劳动教育理论教学

职业本科院校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将劳动教育课列入教学计划，开设劳动教育

理论教学，配备专任教师授课，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学时，计 1个学分。

(一)树立劳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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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社会的一

切物质、文化财富都始于劳动[1]。劳动教育就是有目的、有

计划地向学生传递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劳

动态度和劳动习惯，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具有一

定的劳动权益意识，提升学生劳动素养的教育实践活动。

(二)感悟劳动精神

劳动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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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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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职业本科院校的学生，就是要培

育勤劳勇敢、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实干精神；培育淡泊名

利、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培育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创新

精神。

(三)弘扬劳模精神

劳模精神是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业绩所坚持坚守

坚定的基本信念、价值追求、人生境界及其展现出的整体精

神风貌。主要包含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

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2]。在教学中，让学生深入学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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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国十大劳动楷模事迹，如“宁肯一人脏，换来万户净”

的时传祥，“铁人”王进喜等，培养学生“干一行爱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的职业素养和优良品质。

(四)传承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

创新的精神。职业本科院校是培养工匠人才的摇篮，工匠人

才就要具备工匠精神，因此开设劳动理论教学课就显得尤为

重要了，主要培养学生在平凡的学习工作中不断对自己提出

更高的要求，并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始终

追求做更好的自己时所表现出的工作态度、工作习惯以及整

体工作精神面貌。

二、开展义务劳动周

在不少于 16学时的理论教学基础上开设学生劳动周，

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精神。

(一)日常生活劳动

日常生活劳动立足个人生活事务处理，结合新时代校园

爱国卫生活动等，注重独立生活能力和良好卫生习惯培养，

树立自立自强意识。在劳动周期间，组织学生集体打扫宿舍

卫生，包含整理内务、擦玻璃、叠军被等，要求学生美化宿

舍环境，营造温馨之家。老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日常生活

劳动习惯，在集体劳动中提升个人生活技能，让劳动教育全

面渗透到学生日常生活[3]。

(二)服务性劳动

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树立服务意

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学生被分配到不同的适合自己的劳动

岗位，如校园绿化养护、卫生保洁、校园安保巡逻、行政办

公室服务等。各劳动岗位都有专人老师负责，组织学生参加

劳动实践活动，实施过程中应避免危险性、高强度的劳动。

在劳动时，劳动岗位老师要明确教学目标、活动设计、工具

使用、考核评价、安全保护等。

三、以实训课为载体，开展劳动教育

职业本科院校的实训课是为学生提供专业实践的平台，

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职业伦理，这是具有专业

特征的劳动教育。在实训课的过程中，培养工匠精神，使学

生提高职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一)提升专业能力

职业本科院校要把实训课作为提升专业技能的核心环

节。在教学中，指导老师在实训过程中渗透劳动教育思想，

让学生清楚今后所从事的岗位、工作的场所与环境、所需要

使用的劳动工具、工作的对象是什么[4]。这样就会降低一些

学生的心理预期，让他们从一入校就树立一种理念，即职业

教育是要与劳动结合起来的，劳动既是回报国家与社会的需

要，也是自己今后工作的需要。

(二)提升职业素养

企业录用员工最看重的六种素质依次是综合素质、敬业

精神、专业技能、沟通与表达能力、团队精神、诚信。这些

基本都是职业素养的核心要素。职业本科院校学生在实训课

过程中，尤其是在校外企业的实习中，要将自己作为职场中

的一部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品质。

(三)提升职业伦理

在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需要大量顶尖高技术人才，同时

这些高技能人才需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价值观和

利益观、强烈的职业伦理道德意识。学生在实训课过程中，

能真实感受到这一职业领域从业人员的行为标准、职业精神

和态度、职业活动中的社会分工等，从而前瞻性地培养自己

在这领域的职业道德、技术伦理，使自己具备良好的职业伦

理[5]。

四、在社会实践中体会劳动光荣

社会实践被视为“第二课堂”，当学生把动手与脑有机

地结合起来，在劳动中感到“我就是主人”，面对劳动成果

自豪地说“这是我做的”时，便培养起自己在劳动的情感，

有助于建立起做好事情的自信。

(一)做好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一环，是其他各种劳动的基

础，与我们最亲近，是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劳动类型。把身边

的家务劳动做好，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劳动，形成正确的劳

动观念，珍惜劳动成果，学会尊重他人。尤其是和父母共同

做家务，不仅是分担劳动任务，还能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体

谅父母的辛苦，使彼此增进沟通和理解，融洽感情。

(二)做好生产性劳动

生产性劳动要让学生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直接体验创

造性农事劳动的过程，学会使用工具、掌握相关技术、感受

劳动创造价值、增强产品质量意识、体会平凡劳动中的伟大。

学生利用假期，在做好个人安全的同时发挥专业优势，主动

参与农事劳动，服务春耕生产或参与社区义务劳动等，学生

通过拍摄劳动微视频，撰写一篇劳动心得体会，展现自己的

劳动过程，体现自己的劳动成果[6]。

(三)积极参加技能大赛

职业技能大赛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兴趣，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老师在

指导技能大赛的过程中要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教育学生要

有一颗安于默默无闻、执着于追求卓越的匠心。倡导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价值观，尊重一

线员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使学生感受到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光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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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尊重劳动成果

劳动无贵贱之分，任何形式的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珍

惜。即使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们可以用金钱购买

各种类型的商品与服务，也不能因此而贬低劳动的社会价值。

任何一项劳动成果都是凭借辛勤付出得到的，可谓来之不易。

职业本科院校应从学生刚入学就培养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

良好习惯，尊重劳动成果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说辞，更应时刻

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之中。

(一)劳动成果来之不易

任何一项劳动成果都是凭借辛勤付出得到的，可谓来之

不易，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劳动成果，其中也都凝结

着不可轻视的宝贵劳动。职业本科院校应该从新生入学时就

培养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良好习惯，例如对为自己提供劳动

服务的他人表示感谢，做“光盘一族”“节约达人”，尊重

和感谢他人提供的无偿或有偿劳动，就是因为劳动成果来之

不易。唯有如此，劳动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赞赏。

(二)积累、爱惜和推介劳动成果

职业本科院校要教育学生不仅要尊重和珍惜他人的劳

动成果，也要注重积累、保存和爱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尤其

是在完成一个较为复杂、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体力的任务

时，更应该做好规划，从细小的工作开始，通过劳动成果的

不断积累，最终达到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同时，学生应该

积极向外界推介自己的劳动成果。主动推介是为了能让自己

的劳动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赏识，从而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

推介成果的场景有很多，例如，在公司面试时展示自己的作

品、在朋友圈转发自己写的文章或拍的图片、参加技能大赛

等。

六、结束语

最好的教育本不是居高临下的耳提面命，而是潜移默化

中的润物无声。在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推动教育与劳动相

结合，高扬劳动教育的旗帜，凸显“劳动”与“技能”并重，

育人与育才并举的人才培养格局，在劳动育人的道路上孜孜

以求，不断发挥劳动教育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中的重大作用，

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技术技能人才，发挥职业本科教育在

人才强国战略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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