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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要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来全面培养面向未来的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归位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

必然要求。培养新工科学生的劳动教育，必须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注重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针对大学生劳动教育，本文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为背景，从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等三个方面素质来探析劳动教育的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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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future oriented college students from five aspects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The return of labor educ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labor education of cultivating 
new engineering students must follow the law of students’ growth, the law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iming at the labo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ining methods of labor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cultivating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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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体力和脑力充分地、自由地发

展和运用[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劳动教育也在新时代的全新

样态中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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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国家战略方针的高度对劳动教育育人铸魂的

重要作用给予肯定，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理性自觉，也是劳动教育自身价值新的诠释。教

育要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来全面培养面向未来的大学生，这也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在政府

顶层设计、基层落地推进的基础上，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已经进入新的全面发展阶段，新的劳动教育思想

逐步确立，劳动教育落实机制不断健全，构建指向人的自由发展和终身教育学习理念的劳动教育现代化

的话语体系也逐渐完成[3]。 
应用型本科[4]，是指以应用技术类型为办学定位、而不是以学术型为办学定位的普通本科院校，是

相对、区别于学术型本科的本科类型。应用型本科教育对于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需要以及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工科[5]是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基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对传统工程教育的改革发展，以应对变

化、塑造未来为培养理念，注重继承与创新。新工科专业是以智能制造、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

用于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相对于传统的工科人才，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

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新工科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而

且应该具备包括知识能力、学术能力、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等多维度的能力素质[6]，这些能力同时也是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的新工科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必须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新工科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7]。这些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劳动教育来实现，劳动教育应该成为新工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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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渠道。 
针对如何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中有效融入劳动教育的问题，孙伟等[7]基于劳动教育价值认同的弱

化、劳动教育师资不足、繁重学业压力的制约等现实困境，提出了通过培育“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师

资、搭建“3 + 3”的劳动教育平台、建立劳动教育的长效机制等措施，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通信工程专业为例，孙元和付淑敏[8]总结了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脱

离的两个方面，即：劳动教育的形式单一，未能结合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劳动教育师资严重缺乏，未

能充分利用专业教育师资团队。据此，提出了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四种途径：1) 根据产业需求，

重构课程体系；2) 加强实践能力培养，构建面向实际工程场景的实践实训体系；3) 加强校企合作，搭建

劳动教育和专业教育协作培养平台；4) 结合专业教育和劳动教育，共建实践型师资队伍。李旭荣等[9]
针对“五育”背景下新工科劳育、美育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提出了四种课程建设方案和四种

课程建设途径，为新工科全面开展“五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朱翠兰和孙秋野[10]从劳动教育的新

时代认知出发，契合劳动的实践性、社会性、综合性以及时代性，以“大劳动观”为引领，以师资队伍

建设为手段，以创新创业实践为平台，将劳动教育全面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多个维度协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刘红玲和楚亚萍[11]探索研究了高校劳动教育的再创新和再发

展，提倡发挥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对劳动的科学认知；发挥学校在

劳动教育中的主体性作用，构建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发挥社会在劳动教育中的延展性作用，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 
综上，劳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具体领域的落实仍需继续开拓，本文

着重面向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劳动教育进行研究，从工匠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三个方面作为

切入点，探析劳动教育的培养方法，旨在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劳动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2. 劳动教育路径探析 

通过分析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新思路[12]，总结发现，学生在对劳动精神的认知、实践能力以

及创新意识方面均存在不足之处，据此，本章节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路径进行探索分析：

工匠精神是基础，实践能力是目标，创新能力是升华。 

2.1. 工匠精神培养 

中华文明几千年，工匠精神源远流长，能工巧匠是各个时代的娇宠儿，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

化遗产。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两弹一星”、飞机、

高铁、载人航天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展现出现代社会对工匠精神的

继承与发扬。 
工匠精神是对自己作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理念，涵盖了多种基础劳动品质。结合当代新工

科背景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总结如下 4 点工匠精神的培养过程： 
1) 专心致志。劳动是脑力与体力的统一，无论从事哪种劳动，都需要一种认真、专注的精神。对于

大学生来说，学习也是一种劳动，需要专心致志的劳动品质。现代社会脑力劳动在劳动构成中的占比越

来越大，终身学习者可以更快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专心致志地学习科学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的人

才可以在学业、事业上取得成功。新时代的伟大事业需要大学生专心致志地投入其中，唯有专心致志，

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干难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

务艰巨，唯有专心致志，方能不辱使命，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2) 吃苦耐劳。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世代相传。随着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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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吃苦耐劳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的重要优秀品质，是个体面对复杂社会必备的基本品质，是面对苦差事

甘愿吃苦的朴实性格。面对学习中的“苦差事”，克服浮躁心理，磨砺吃苦耐劳的品质，不断实践，才

能成为行家里手。古语有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在逐梦路上保持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

能为生活中的奉献者、学习上的佼佼者、实践中的开拓者，体现当代大学生的价值。 
3)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立身之本，体现了人们对待劳动的心理态度，影响人们的劳动行为和劳动

效果，大学生要反对一切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思想，只有通过脚踏实地、辛勤劳动和诚实

劳动，才能收获理想的人生。诚实守信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企业的立足之本。诚实劳动也是创造幸

福的劳动，大学生应该端正态度，从小处入手，从日常生活抓起，有意识地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去学习和

实践。 
4) 团结协作。现代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细化，劳动分工和团结协作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社会的基本

运作方式。团结协作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和科学的规划与分工，共同的目标是团结协作的起点与核心，科

学的规划与分工是团结协作发挥力量的关键。大学生无论在校园里面的实践活动，还是将来步入社会，

都需要着重培养自己团结协作的劳动品质，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学会分享与合作，

让自己融入到团队之中，从而超越个体局限性，发挥团队的协作力量。 

2.2. 实践能力培养 

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工科大学生，过硬的实践能力是大学期间的重要培养目标，也是走向工作岗

位的基本保障。大学生劳动教育通过设置不同实践环节，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培养不同方面的实践能力，

实践环节设置如下： 
1) 生活类劳动实践。立足集体和个人的生活事物处理，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强

化自立自强意识，养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习惯，据此，可设计美食制作、宿舍绿植培养、校园垃圾

分类等生活类实践活动，生活类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居家或校园生活中自主安排学习与日常生活，主动

为家人或同学分担事物。 
2) 服务类劳动实践。培养团结协作的劳动意识，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品质，形成大学生自愿

服务人民的劳动意识，据此，可设计防疫志愿者、交通安全志愿者、图书馆志愿者等志愿服务类活动，

培养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 
3) 公益类劳动实践。科学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是每个公民的最低需求，培养学生团结互助、帮助

他人的公益态度，据此，设计禁毒宣传、反诈宣传、医学常识宣传等公益类活动，推广宣传有效保护自

身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常识，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公益责任意识。 
4) 专业类劳动实践。在劳动中团结合作，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增强解决困难的能力，做事情要有始

有终，切忌虎头蛇尾，据此设计实验室仪器维护、科技小作品制作、废旧设备零部件回收等专业类实践

活动，锻炼学生的本专业劳动能力，培养大学生高效工作的能力，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和团结协作的能力。 

2.3. 创新能力培养 

创新劳动是创造性地劳动，是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观点、新思路的能

力，是进行发明创造的智慧与勇气，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的劳动精神，正在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区别。

新工科背景下的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习与就业局势日新月异，更是需要不断创新，解放思想，才能在

未来的发展中开辟新天地。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 
1) 培养创新精神，树立创业意识。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过程中，学校应该不断强化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意识，引导与刺激大学生关注身边的、专业相关的创新发展，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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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宣传创新创业的成功先例，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的校园氛围；阶梯化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团队，从

大一到大四，以班级为单位，培养创新创业带头人，从基础学起，阶梯化培养不同年级的学生，以大带

小，从而培养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 
2) 积极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校层面，增加创新创业比赛与实践的机会，从学分奖励、奖学金

等形式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教师层面，设定不同的劳动实践任务，带动全员参与创兴创业劳动实践

活动；个人层面，大学生应该积极参加课内外教学实践活动，提高劳动意识，获得劳动能力，培养自己

的创新创业能力。 

3. 总结与展望 

针对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大学生劳动教育，本文探索并分析了劳动教育培养过程的三个

重要方面，即工匠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与培养方法探索，对工匠精神进行了详细解剖

分析，对实践能力的培养给出了实践建议，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做出了不同层面的探索与分析，为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劳动教育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未来的劳动教育教学与实践过程中，会着重从本文提出的

三个方面进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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