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1), 132-137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25   

文章引用: 张馨月. “五育融合”下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1): 132-137.  
DOI: 10.12677/ces.2022.101025 

 
 

“五育融合”下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 

张馨月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23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8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6日 

 
 

 
摘  要 

新时代国家提出“五育融合”，实质是推进新时代高质量人才的培养，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德

智体美劳由相对分离的状态转向相互融合的协同培养机制。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在“五育融合”的视

域下推动高校劳动教育与其它四育的融合路径有待进一步明晰。本文中，笔者拟从高校劳动教育对于“五

育”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进行充分探讨，以促进高校高质量持续发展，适应国家对高校人

才培养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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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 proposed by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is essentially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in the new era,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ition from a relatively separate state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rt to a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w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s era, how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college labor education 
and other four educ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f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c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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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ends to fully discuss the value implication, realistic dilemma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he “five educ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dapt to 
the country’s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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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1]。2020 年

3 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将劳动教育与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以此“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2]。新时代中国处于推

进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之中，促进“五育融合”以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对于建立

教育强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五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劳育在其余四育中又有基础性作用。“‘以劳

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的重要特征”[3]。 

2. 劳动教育与其它“四育”的融合育人性 

高校要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学生，就要发挥劳动教育的中介作用，以促使高

校学生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独立的观念通过劳动教育将思想观念层次上的认知转化为客观行动

中的实践，从而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以劳动教育为突破口促进五育融合，这无论是对于高校生思想

学习层面之“学”还是具体实践层面之“做”都极具现实意义。 

2.1. 以劳树德 

“劳动是道德之源”[4]，道德不是人生来就产生或者延续的品质，而是通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相互

观念和行为的交错碰撞而产生。劳动教育极具德育价值，没有劳动就没有道德观念的产生，通过劳动教

育传递道德教育是劳动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内在使命。在此意义上，劳动教育属于价值观教育的一部分，

两者素养的培养具有融合贯通之处。一方面，将劳动人民拼搏的精神融入德育教学过程之中，在劳动中

磨练大学生意志，领悟“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塑造新时代高校学生为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人生

梦想及不畏艰辛、勇于挑战、迎难而上的优秀行为准则和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以德促劳，在学生日常

德育教学过程中融入劳动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劳动最光荣”的正确人生观和道德观念，以劳动人民

般坚强的意志坚定自身道德思想观念，走好人生思想观念的第一步。 

2.2. 以劳增智 

我国早在 20 世纪中期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摒弃传统“劳力”与“劳心”相分离

的局面，倡导在“劳力”上“劳心”，将劳育和智育相融合以培养知行合一的实用性高校人才。中国社

会主义学校智育的基本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传授给学生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和技能，丰富科学知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2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馨月 

 

 

DOI: 10.12677/ces.2022.101025 134 创新教育研究 
 

素养，另一方面是发展学生智力，重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以“弘扬科

学精神、培养创新意识、锻炼实践能力”为主导的前观念下与智育所需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不谋而合。

一方面，高校应坚持将实践贯穿到理论之中，在劳动教育中融入创造性知识，力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

时代需求脱轨的潜在困境，培养高校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和高质量发展

储备一大批创造性思维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以智促劳，一定的智力水平是劳动教育的基础，在智育

的教学过程中传递劳动的知识技能和精神，将所学与所做相结合，不管对于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创造性

思维发展还是智力水平的提升都有所裨益。 

2.3. 以劳强体 

体育是增强体质、锻炼体能、强健体魄的活动，一切能增进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的活动都是体

育。在此意义上，劳动教育能直接促进体育。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一方面要传授学生强身健体的知识与

技能，为高校学生全面发展夯实基础，更要将劳动价值观融入体育，培养高校学生的合作意识、担当意

识、大局意识，磨炼高校学生意志、锤炼坚韧品性，为我国体育强国事业注入人才活力。另一方面，以

体助劳，体育教育中树立“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思想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正确的看待每一份体力劳动，促进大学生体质与心理的全面发展。 

2.4. 以劳育美 

人类劳动起源之一就是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且人类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素养的构建和提升都是以实践

劳动为基础。在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新发展阶段下，美育对于实现人民高质量美好生活和更高层次

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意义。在劳动实践中，一方面，要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渗透美育，通过对大自然直接

的接触和感受培养高校学生感受美、发现美、体验美、创造美的意识和能力，提升高校学生整体审美情

趣和人文素养，帮助学生在日常劳动实践活动中发现生活崇高之美。另一方面，以美促劳，将美学意蕴

融入劳动教育，学生通过劳动过程体会到生命的和谐和自由之美，提升高校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幸福感，

使学生的精神生活迈向新的阶梯。 

3. 高校推进劳动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自 2020 年 3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意见》以来，高校劳动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关注，虽许多高校在劳

动教育上采取了颇为成效的措施，但在全面提升高校劳动教育发展质量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只有

强化问题意识，才能把劳动教育真正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3.1. 理念层面：劳动教育内涵有待明晰 

首先，长期以来，劳动教育的内涵和实践局限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教

育通过劳动过程进行生产实践，将劳动教育视为具体工作或专业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忽视劳动价值观对

于德、智、体、美四育的促进作用，仅仅将劳动教育等同于技能学习，将劳动教育作为其它四育的补充。

其次，在《辞海》中将劳动教育定义为是“德育内容之一”的观念影响下，劳动教育观在实际劳动过程

中价值的引导和传递被弱化，从观念上易被误理解为德育的附属品，没有将劳动教育作为重要的人才培

养环节渗透在德、智、体、美各育之中，其问题根源在于新时代高校对于以劳树德的方法理念和劳动教

育的内在逻辑理解欠晰，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作为高校劳动教育的核心要旨领会有待强化。 

3.2. 管理层面：劳动教育机制有待健全 

当前，作为大学生育人主场地的许多高校都积极推进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施，主要集中于开展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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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实践活动，设立劳动教育课程，加大学生寝室卫生情况的监督检查，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服务类活动。

但对于如何建立、实施、保障、评价以“五育融合”为导向的高校劳动教育，许多高校都没有建立起完

整的劳动教育体系，学校对于劳动教育与其它四育的内容、形式、过程及评价机制缺乏精细化管理。如

许多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定位模糊，不同高校不同专业背后所支撑的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不同，因学

生学科背景就业需求的不同其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开设内容就有所不同，没有贯通德、智、体、美等专

业素养的劳动课程，易使劳育停留于表面；劳动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实践，若高校劳动教育对其培养的专

业型人才进行的是缺乏结合学生特点和背景的实践，就不能很好的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不能将劳动教

育课程对其专业技能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失去以劳育人的培养初衷。 

3.3. 环境层面：劳动教育氛围有待优化 

高校劳动教育难以有效开展的原因之一便是缺乏良好的育人环境。目前，很多大学生仍以“高等知

识分子”自居，认为劳动的职业是低知识分子从事的工作和活动，日常生活中对于劳动的看法颇有偏见。

而这些观念与大学生一直以来所生存的社会、学校、家庭环境有关，从社会环境而言，日常中一些低创

造性的劳动确实由低层次学历人员进行，容易潜移默化对学生的观念造成影响；从学校环境而言，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将劳动作为“惩罚”的手段司空见惯，做错事就罚扫地、倒垃圾等行为在学生心中从小树

立起了对劳动的阴影和负面看法；从家庭环境而言，中国家长对于后代抱有极高的期待，一些诸如“不

努力学习以后只有当环卫工人”的言论对开展劳动教育造成不良的氛围。 

4. “五育融合”视域下高校劳动教育路径研究 

4.1. 内涵重构：“五育融合”视域下的劳动教育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新时代高校重构劳动教育的内涵是实现“五育融合”的理论基础。“五育融合”

视域下的劳动教育强调其在学生终身发展下不可或缺的综合育人价值，在各级各类教育环节中将劳动创

造素养、劳动育人意识以整体融合的方式全程渗透、全面引导，才能“以提升学生劳动素养的方式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5]。在新时代“五育融合”的时代要求下，不能将德、智、体、美、劳割离和分裂开培

养，而是以劳动教育为总抓手，将劳动教育观时刻融合五育的培养之中，建立五育融合的协同培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发展阶段也是干出来的”[6]。要树立科学的劳动价

值观，让学生们意识到劳动是光荣的事业，理解社会上劳动分工的多样性，只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

相互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人类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幸福，劳动

最自豪”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新时代高校只有充分认识到德育是其余四育的灵魂之基、智育

为其余四育提供知识基础、体育为其余四育提供体质和体能上的储备、美育以精神的追求助推对其余四

育的探索，劳动教育对其余四育的综合实践运用价值，才能构建出“以劳促全”的五育融合人才培养体

系，以“劳”培养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时代人才。 

4.2. 健全机制：“全方位”贯穿的教育机制 

高校劳动教育是一套系统化工程，涉及到课程内容的规划设计、课程目标的精确定位、课程资源的

有效整合、教师培训的统筹安排、教育评价的有效建立等方面，要创立以劳动教育促进五育融合的高校

教育体系，就要具体到各个环节中建立五育融合育人机制。一是确立“跨学科融合”的劳动教育课程。

劳动教育作为一门综合性育人课程，首先就要打破传统劳动教育模式，创新性开发高校劳动课程。将多

学科知识渗透入劳动教育课程之中，注重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各学科课程之间的渗透。其次，有

学者将德、智、体、美、劳看成不同的知识领域，而劳动教育就是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对于各种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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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运用，在实践中检验各素质学习的成果。在高校中可广泛应用项目式教学在劳动教育课堂之中，

在内容上把哲学、政治、物理、科学、体育、艺术等内容融汇在一起供以教学，促进学生劳动课程中其

它各育的发展。二是精确劳动教育课程目标。首先，“在目的取向上，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追求内在价

值与外在价值的和谐统一”[7]。一方面，高校劳动教育要保证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高校的劳动

教育培养方案要以服务社会为目的，重视社会发展需求，同时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

学生的兴趣特点和发展需要，促进个体的全方位发展。另一方面，高校劳动教育要注重科学性和人文性

的统一。不仅要在劳动课程中融合智育，传授科学的知识和技能，融入现代科技元素，提高现代科技人

才培养质量，也要注重劳动教学过程中美育思维的渗透，培养人文素养，提升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三

是在内容上把握高等教育与其它各学段侧重内容的不同。不同学段进行劳动教育因其受益群体不同，其

目标也有所不同。目标不同其反映在课程内容实施等方面也有所区分，中小学侧重于进行日常生活劳动，

而高校侧重于结合所学专业的知识技能进行较高智力水平的生产服务劳动；中小学的劳动教育仅停留在

浅显的理论层面，高校则应建立在高深学问之上，突出其精神上对于劳动美的深层次追求；中小学的劳

动教育是进行简单的知识在生产，而高校则应侧重于知识的扩大化创造性的知识在生产。四是建立“以

劳育人”的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综合评价机制。在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下，对于各方面评估更需侧重对“五

育融合”程度的评价。在教师评估方面，着重对其五育融合的教学内容融合和教学实施效果来评估教师

教学能力；在对劳动教育课程本身评价中，要以“五育融合”为整体评价单位，对课程所达到的各育融

合程度进行整体性评估。由于现有评估标准缺少“五育融合”对评估指标，学校也应建立新评价体系，

以促进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为出发点，以校本实际情况为依据，以国家标准制定相关指标，改变目前评

价体系中五育相互割裂、独立存在的现状。 

4.3. 优化环境：“多主体”强化的劳动氛围 

新时代推进高校劳动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受教育主体的共同合作和集体努力建立起良好的

劳动教育舆论氛围，共建劳动教育治理机制。一是发挥高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大力弘扬劳动教育的时

代精神，树立优秀劳动楷模，鼓励大学生争做劳动标兵，不断向劳动楷模靠拢，大力宣传“工匠精神”，

营造“倡劳动、爱劳动”的舆论氛围和价值导向。还要将劳动教育作为一门专业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

将劳动教育的思想观念渗透入德、智、体、美各教育环境，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劳动教育的重视度。

二是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劳动教育指导。将劳动教育放在重要的育人地位完善“五育”协同育人体系，

落实各级部门育人责任，为高校劳动教育的安全顺利实施提供相关保障。三是发挥家庭教育对于学生的

启蒙作用。高等教育对于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发挥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的影响。家长要有科学育儿

观，摒弃“唯分数论”，树立促进后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导向；摒弃对后代娇生惯养的思想，

多给学生创造劳动的机会，培养自主动手能力和生存能力，创新家庭劳动教育形式。 

5. 结语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社会对高校劳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待。高校应以劳动教育为

总抓手，将德智体美劳进行整体考虑，建立起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协同人才培养机制，

坚持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发展格局，真正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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