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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的劳动幸福理论，阐述其对大学生的启示。通过对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的剖析，以

及对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所存问题的审视，阐明了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对大学生的重要启示，并强调了

树立正确的劳动幸福观念。研究马克思的劳动幸福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大学生幸福观具

有重要意义。借鉴并深化马克思的劳动幸福理论，强化劳动意识培养和实践教育，以提升幸福感，推动

自我实现，为大学生提供有益启示。这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推动社会向更为进步和繁荣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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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Karl Marx’s theory of labor happiness and elucidate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Marx’s theory of labor happiness and a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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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happiness, it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t in-
sights that Marx’s theory offer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dopting a 
correct perspective on labor happiness. Studying Marx’s theory of labor happiness holds crucial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efforts and shaping the happiness perspectiv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rawing from and enhancing Marx’s theory of labor happiness, reinforcing 
the cultivation of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aiming to enhance happiness and 
promote self-realization,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can contribute to 
increas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ense of happiness and propelling society towards a more pro-
gressive and prosperous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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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作为人类永恒的追求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贯穿着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他们代表

着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承载着新时代的理想和抱负。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仅塑造了他们自己

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影响或改变着整个社会文明的进程，乃至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然而，在当代

社会，大学生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化的冲击、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教育质量的忧虑等，这些因素可能

会使大学生对幸福产生误解，将其局限于物质追求或功利取向。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

显得格外重要，成为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深刻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将劳动视为人的自我实现、社会联系和创造性的

表现方式。他强调，通过劳动，人们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更能在工作中找到内在的满足感和

幸福感。这一思想对于塑造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马克思主张将尊重劳动置于首要

位置，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一观点引导我们深刻理解劳动的实质，以及劳动与个体

在自我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代社会，由于某些因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有时被忽视，因此我们应

当重新关注劳动的尊严和价值，确立正确的幸福观念。通过对劳动的尊重和投入，个体能够实现自身的

成长和全面发展。这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感，更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因此，马克思的

劳动幸福思想为新时代我国公民树立科学的劳动理念提供了方向，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对于大学生而言，这一思想启示我们更好地树立正确的劳动幸福观念，超越功利取向。将劳

动视为实现自身幸福的媒介，从而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积极贡献。总的来说，研究马克思的劳动幸福

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劳动的价值，推动劳动者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提升，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

值。 

2.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建立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强调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基石，是实现个

体自我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劳动不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途径，更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关键。劳动创造

了幸福主体，改变了人的本质和意识，为物质和精神幸福的体验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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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异化现象使劳动与幸福分离，阻碍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社会逐渐物质化。要实现劳动与幸福

的真正融合，消除异化，马克思主张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使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

劳动将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驱动力和幸福的源泉，为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幸福奠定坚实基础。 

2.1. 劳动创造幸福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活动的根本方式，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和幸福的重要途径。他强调劳动是人

类解放的关键，通过劳动实践，可以创造一切，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和

幸福感。“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2009) 
劳动被马克思视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它不仅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生

活和幸福的源泉。“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通过和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2012)首先，劳动创造了幸福主体，也就是人自身。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

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2012)“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

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

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200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具有决

定性作用，促使人的手的灵活性和智慧的发展。劳动还推动了意识的产生和语言的演化，将猿脑变成了

人脑。因此，劳动不仅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的意识和语言，为幸福的体验提供了客观基础。其次，劳

动是幸福主体生存的基础。劳动不仅生产了生存必需品，还构建了社会关系，如占有关系、分工与协作

关系等。此外，劳动也是幸福主体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的方式，通过劳动，人不仅改造世界，也改造自

己，实现自我发展。最后，劳动是幸福主体发展的动力，将人与自然和社会联系起来，确保人类社会的

持续存在和发展。 
劳动是创造物质幸福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前提条件。人通过劳动解决基本生活需求，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出满足吃、喝、住、穿等需求的物质

财富。劳动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还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分工，提高了物质生活质量。

“世界一切财富是自然界与劳动一块构成的，自然界为劳动提供了物质材料，而劳动能把物质材料变为

财富。”(马克思，恩格斯，201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物质

幸福的实现是通过劳动来获得的。 
劳动不仅创造物质幸福，还是精神幸福的源泉。一旦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人们追求精神层面的

幸福。劳动通过发展才智和创造力，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在劳动中，人们获得了积极的精神

体验，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和创造力。因此，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了

文化和精神世界，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只有通过劳动，人们才能够同时享受物质和精神

层面的幸福，肯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现对人类存在的深刻认知。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根本区别，也是人

类生存、发展和幸福的源泉。劳动创造了幸福主体，改变了人的本质和意识，使人能够获得物质和精神

层面的幸福。通过劳动，人类不仅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还提高了生活质量，丰富了文化和精神生活，

确保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劳动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实现幸福、实现人类社会进步的

不可或缺的要素。 

2.2. 异化导致劳动幸福的分离 

在理想的情况下，劳动应该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人们能够发展和完善自己，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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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取幸福。“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他从自由的角度出发认为劳动应当是出于理性目的的自由

劳动，而非人为了生存从而被迫的异化劳动。劳动本身应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一种出于自我意识和

自愿的活动，一种出于人的本质需要的活动，而不是异化的强迫劳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不违背伤

害所有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情况下自由的、自主的、自愿的选择自己想要的劳动职业，开展劳动活

动。”(朱君，肖建国，2022)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变成了一种廉价的经济商品，不再是人类的本质活动，而成为资本

家剥削工人的主要工具。这是因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产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导致工人的劳动产品与

工人本身产生了异化。工人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归资本家所有，而工人只能获得维持生存和进行再生产

所需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再相信努力工作最终会使自己受益，也无法在劳动中实现自身的

价值，同时工人感受不到快乐，只感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

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马克思，恩格斯，2009)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

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

样逃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2009)因此，劳动者逐渐失去了劳动创造幸福的权利。劳动异化使人丧

失了创造幸福的基本权利。这里的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又称劳动异化。 
其次，劳动异化阻碍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劳动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并通过自我意识来控制自己的劳动，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然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异化的存在，人们不仅不能从劳动中获得自由的发展，而且还与自己

的本质产生了异化。劳动不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而仅仅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这种劳动不再是

人的类本质的重要表现形式，也不再是人们幸福生活的来源，社会逐渐丧失了对劳动这一具有崇高价值

的活动的重视。因此，劳动者失去了作为劳动者应该拥有的自由、独立和尊严，无法在劳动中实现自我

发展和寻求人生的价值。 
劳动异化导致社会更加物质化。在私有制的劳动异化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与自己的本质

的异化，甚至与他人之间的异化逐渐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的交往形式

逐渐被破坏，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社会中的一切交往

都以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功利主义盛行，社会越来越趋向物质化。这种物质化使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被物和物的关系所取代，导致社会失去了人际关系的温暖和人情味。 
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导致了劳动与幸福的分离。它使人失去了创造幸福的基本权利，阻碍了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同时导致社会更加物质化。要摆脱这种分离，马克思主张消除私有制，建立共产

主义社会，使劳动者能够从劳动中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2.3. 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获得幸福 

自由自觉的劳动是获得幸福的源泉。马克思强调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性的表现，人的本质与

幸福有内在联系。“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

的乐趣。”(马克思，恩格斯，1979)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还是生活的乐趣来源。

自由自觉的劳动要求在自愿条件下进行，只有这样，劳动才能成为感性和客观的活动，人才能够真正领

悟劳动的价值，体验到劳动带来的幸福。这种自由劳动将劳动从外部压力转变为内在需要，从而成为人

类本性的展现方式。自由自觉的劳动是获得幸福的途径，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人的本质外

化的过程。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人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幸福。这种劳动要求自觉和自愿，它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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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自觉选择性。相反，被迫和强制的劳动无法带

来幸福，因为它不会让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也无法实现个人的劳动目标。自由自觉的劳动使人能够在

其中确认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体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人的自主性不

断增强。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人们能够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类特性、社会性和个性的发

展。 
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实现方式。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的自由发展只能在共

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人的首

要需求。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再受外部压力的束缚，劳动不再是纯粹的外部任务，而是内在需要的一部

分。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使人能够为自己的发展而劳动，还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从而成为人的

全面发展的驱动力和幸福的源泉。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幸福本质的深刻视角。劳动不仅是创造物质幸福的基本途

径，也是精神幸福的源泉。自由自觉的劳动将人的自由与幸福紧密相连，推动社会朝着共产主义社会的

理想目标迈进。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为个体和

社会共同谱写幸福的篇章。 

3. 当代大学生幸福观存在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的形成受到了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革和多元化思想形态

共同塑造了他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些幸福观存在的问题，

如幸福实践性的不足、功利性的倾向以及幸福教育的缺失。通过剖析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引导大

学生建立积极、全面、健康的幸福观，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3.1. 大学生对幸福观的理解缺乏实践向度 

马克思认为，人们通过劳动实现自身的幸福和自由。然而，大学生在理解幸福时，尽管具有一定的

概念，但未能将劳动与实际生活很好地联系起来，造成幸福观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也没有形成劳动创造

幸福和享受幸福相统一的观念。 
大学生在学校学习了各种关于幸福的理论，涵盖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然而，理论知识与

实际生活往往存在差距，导致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过于抽象。“一方面，部分高校课堂施教主体缺乏对

新时代劳动幸福观教育的形式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深入认识，需要提升施教主体的教书育人理念。这部分

教师在教育和引导中并不能清晰地使大学生充分认识新时代劳动形态的丰富性及不同劳动形态在社会生

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容易使大学生忽视新时代劳动幸福理论的丰富性。”(齐旭旺，2023)其次，大

学生常常面临严重的学术压力，需要应付课程、考试、作业和项目，这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

这种情况下，追求幸福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幸福被视为遥不可及的未来目标。此外，社会环境对大学

生寄予较高期望，希望他们在毕业后能取得出色成就。这种期望使得大学生过分关注事业成功，而忽视

了幸福的其他方面，如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和精神平衡。竞争激烈的社会让大学生认识到必须不断努力

以满足社会的期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幸福的实践体验。最后，当代社会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和娱

乐选择，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大学生更容易沉浸在虚拟世界中。这种虚拟生活不仅使他

们忽视了实践幸福的机会，同时某些负面信息对大学生幸福观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例如，互联网上

的暴力和色情信息、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一些负面的社会信息等等。这些社会的负面现象通过互联网

快速传达和放大，通过互联网这一快捷渠道被大学生所接受，这对大学生的幸福观的产生了消极的负面

影响，从而形成了错误的幸福观，如“享乐主义、不劳而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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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幸福观存在功利性 

部分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常常呈现功利性倾向。马克思强调了劳动的自由性和个体全面发展的重要

性，认为劳动是实现自由和幸福的关键途径。通过自由的劳动，个体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满足生活需求，

并发展自身的创造力。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突出了劳动的自由性质，并将劳动与个体的全面发展紧密

联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过于功利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及人才市

场竞争的白热化大学生早已不再是‘天之骄子’，存在较为严重的功利化奋斗现象。”(潘二亮，何云峰，

2022)他们往往将幸福视作狭隘的物质追求，以成功和财富等表面指标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这种功

利性的追求可能导致他们对物质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分追求高薪工作、名誉、社会地位等物质上的

成功，甚至形成了拜金主义的幸福观，从而忽略了内心情感、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层面的幸福，以及精

神层面的需求。这种功利性追求幸福的趋势可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往往将成功与财富等功利性

目标挂钩，这会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幸福观。教育体制也可能过于强调考试成绩和学术成就，而忽视

了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劳动的重要性。此外，社交媒体上的虚假表象也可能让年轻人误认为物质追求是实

现幸福的唯一途径，形成了错误的金钱观。“尤其自 15 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互联网和自媒体兴起

后，贫富差距加剧、两极分化明显，一夜暴富不再只是幻想。巨大的差距面前，使得部分大学生过分追

求物质幸福而对精神幸福不屑一顾，在对幸福是什么的调查中，有 56.79%的大学生认为生活富裕就是幸

福，还是能够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有点偏航。2021 年 12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对

带货主播薇娅原名黄薇做出税务行政处罚，罚款加滞纳金共计 13.41 亿元。”(朱薇，2023)在这种情况下，

年轻的新时代大学生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从而使部分大学生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形成对金钱的绝

对追求和崇拜，从而忽视了只有奋斗才能创造幸福生活的信念。 
这些功利性幸福观可能导致个人价值观的扭曲，使他们对自己和他人施加压力，追求不切实际的目

标，从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幸福。 

3.3. 大学生幸福教育缺乏系统性 

幸福观的培育需要家庭、学校和个人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然而，幸福观教育常常零散化、边缘

化，缺乏系统性的安排和规划。“从目前各高校开展幸福观教育的情况来看，幸福观教育的内容往往是

零碎的，并没有形成完整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是幸福观教育内容缺乏时代性与先进性；二是幸福观教

育在内容上缺乏教育设计。幸福观教育内容并未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三是

幸福观教育过程中，个别教师将幸福观教育简单等同于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等……”(杜凯，刘欣，2022) 
学校教育往往更注重学术成绩，忽视了心理健康、情感管理和人生技能的培养。“当前部分高校忽

视了对大学生的幸福观培育的重要性。在课程设置方面，公共课主要进行爱国主义、道德修养等方 面的

教育，专业课集中于专业理论和技能的教育，这些课程 涉及幸福观的相关内容较少，极少有高校单独开

设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课程。”(孙钦梅，2023)这使得一些大学生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感到无所适从。同时，

一些家庭过分强调孩子的学业问题、物质层面的幸福，而忽视了精神幸福的培养。家庭是孩子幸福观的

重要塑造者，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功利化或者存在压力，孩子可能会在物质追求上过于焦虑，而忽视了内

在的幸福。“一些家庭过分关注子女的智力发展，或仅仅注重物质上的满足，而忽略了他们道德和精神

上的健康发展。家长们相信，给予子女充足的物质需要就是幸福。一些父母认为，教育子女的道德、幸

福观要依靠学校和教师，以自身文化程度低、工作繁忙、时间精力有限等原因，忽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幸福教育。”(侯诗辰，2023)所以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他们对幸福观的培育重视程度不

够，在幸福观的培育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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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幸福观的理解偏离了实践向度，他们倾向于将幸福局限在物质成功、外部认可和社会地位

上，而忽视了内在满足、自我实现和人际关系等重要因素；大学生的幸福观存在着功利性问题，即将幸

福过于功利化，将其仅仅视为金钱、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体现，这种观念使一些学生过度追求物质财富，

忽视了精神层面的幸福，导致内心空虚和人际关系紧张；大学生幸福教育缺乏系统性，学校教育往往过

于注重学术成绩，而忽视了幸福教育的重要性，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技能和情感管理能力，使得他们在

面对生活挑战时不够坚韧。基于此，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思想，科学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

想，加强幸福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塑造积极正确的幸福观，大学生才能分清正确的幸福观和不良的

幸福观、才能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消极和错误幸福观的侵蚀。 

4.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他强调了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

石，具有实现自我价值和幸福感的重要性。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劳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手

段，更是实现自我成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途径。 
首先，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一些大学生可能

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将工作仅仅看作获得金钱和物质财富的手段，而忽视了劳动本身的价值。马克思呼

吁人们珍视劳动的价值，劳动不仅仅是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自身实现和成长的途径。马克思认为，劳

动不仅是获取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自身实现和成长的途径。“任何民族如果不劳动，不用一年哪怕就

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2012)因此，大学生们需要树立劳动幸福观念，将工作视为自

我实现和社会贡献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警示我们，物质追求不能完全取代精神追求。在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一些大学生过度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了精神层面的幸福。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对个体的全面

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真正的幸福包括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然而，一些大学生可能过分关注金钱和物

质财富，而忽视了精神层面的幸福。陈独秀曾直言：“金钱虽有万能之现象，而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

为一物也，明矣。”(陈独秀等，1999)因此，大学生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知识和智慧，寻找

自己的精神追求，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幸福，不仅仅是对短期的物质

需求的追求，还包括对长期的精神满足的追求。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强调劳动对个体的全面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劳动不仅仅是获取生计所

必需的手段，更是个人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一些大学生可能过分注重学业和职业，

而忽视了自身其他方面的发展。然而，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个人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大学生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劳动，不仅仅为了经济回报，更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技能，增强自信心，

锻炼意志力，提高社会责任感。通过劳动，不断完善自己的技能，实现个人潜力，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因此，当代大学生应意识到，劳动实践能够培养技能和能力，推动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获得真

正的幸福。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正确的幸福观念。重新审视劳动的本质和价值，不仅将

其视为物质满足的手段，更应将其视为自我实现、社会责任和意义追求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思维方式

的改变，大学生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与问题，积极投身学习、工作和社会实践，实

现劳动与幸福的统一。这不仅使个体能够实现自身幸福，也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5. 结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们弘扬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思想，唯有通过自觉的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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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才能安居乐业，民族和谐稳定才能得以实现，国家繁荣昌盛才能成为现实。在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

的形成不仅需要引导他们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勤奋的奋斗来追求幸福，还需教育他

们通过劳动为社会和国家的和谐稳定以及繁荣富强贡献自身力量，从而实现社会价值，并享受劳动创造

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美好体验。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这一思想突出了劳动对于个体幸福的重要性，劳

动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实现个人价值和为社会贡献的重要途径。对于大学生来说，尤其有深刻的启

示意义。大学生要认识到劳动的本质，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更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个人价值并

为社会做出贡献。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大学生可以通过他们的劳动成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推动力量，

为国家的发展目标贡献积极力量。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树立正确的劳动幸福观，明白劳动不仅是一种义务，

更是机会，可以推动他们的个人成长和全面发展。在实现个人幸福时，大学生需要平衡物质追求和精神

追求。过度追求物质成功而忽视内在满足感和精神成长可能导致不完整的幸福观。因此，他们应该在物

质和精神幸福之间取得平衡，以追求更全面、更深刻的幸福感。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是一项深刻而现实的思想。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美

丽中国目标高度契合。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幸福的统一。在新时代，人

民要实现幸福生活、美好梦想、全面发展，必须以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为根本指导。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将这一思想融入大学生幸福观的培养中，引导大学生树立勤劳和诚实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

造伟大成为时代的强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美丽中国的实现、幸福社会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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