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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能够促进学生五育的全面发展。学生在校期间没能得到实质上的劳动锻炼，高校对大学生劳动

教育的督导不足，没有健全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导致学生不会劳动，劳动价值观的建立受限。建设新

农科，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新农科”背景下，建设包括劳动教育课程目

标体系、创新理论课程体系、创新实践教育体系和课程评价体系等具有新时代特色的高校劳动教育课，

旨在建设具有新时代特色的高校劳动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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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five education can be promoted by labor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school, the students did not get substantial labor training, the supervi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wa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was no sound labor education curri-
culum system, which led to students’ inability to work,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abor values was 
limi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
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labor education courses with new era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target system, innovative theory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ve practice 
education system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labor education curri-
culum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major in universities, and build an innovative mode of labor 
education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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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个体、社会和学校教育环境的改造是劳动教育的本质，使受教育者在知识技能方面和价值观方面

对劳动有深刻的认识[1]。但他们都对劳动教育实质和内涵理解浅显，没有从劳动教育课程怎样更好地全

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融入校园文化和纳入人才培养计划的顶层设计高度去认识。如一些高校学生认为

教师职业仅需要自身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精湛的教学技能，但理论和技能的掌握与劳动教育互不相关。

其他调查显示，22.8%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参加劳动可有可无，51.3%的学生认为现在大学生劳动素质普遍

一般，21.76%的学生参加劳动实践活动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获得学分、操行分、评优评奖等[2]。劳动教育

在多数高校教育体系中呈现出疏离的趋势，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弱化、淡化等现象[3]。 
四新是指对“新医科”、“新农科”、“新工科”和“新文科”的建设，新农科建设是指围绕新农

科研究与改革实践开展的一系列农科建设工作，在新农科建设发展背景下，农林院校自觉承担培养未来

新型农科人才的重大责任，为农业的现代化、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输送大量全方面发展的优质

人才[4]。我国是农业大国，加快新时代“新农科”建设是高等教育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全面发展振兴农林类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5]。在“新农科”的政策下

结合高校的农林专业，不但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对学生劳动价值观的建立，还可以培养更好的农林专业的

应用型人才。江西共大对劳动教育进行初步实践，在新时代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中发现劳动教育课程改革之后，学生表现出更多的吃苦耐劳、精益求精和担当意识，树立了正确的劳动

价值观，也增强了学生对农林专业的认同感，同时对新农科劳动教育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6]。目前还

未见具体的新农科发展建设模式加以应用在新时代高校的劳动教育课程当中。根据我国新农科背景下对

农林教育综合改革要求和行业发展需求[7]，文章就基于建设“新农科”这一背景下结合高校农林专业提

出改善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观念的方式，旨在解决当代大学生劳动素质缺乏问题和创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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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型模式。 

2. “新农科”背景下农林专业劳动教育建设方案 

“新农科”背景下高校农林专业劳动教育建设方案如图 1 所示。 

2.1. 建立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目标 

劳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内容。新时代劳动教育以贯彻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为目标宗旨，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为价值遵循，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2020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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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将劳动教育贯穿于

大学、中学和小学阶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于学校、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是中国首个一体化

设计大学、中学、小学劳动教育的政策文件[8]。 
与其它教学课程不同的是，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展不只是使学生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同时劳动能力

和素养也应纳为考查的指标，在课程实施中注重劳动认知、劳动体验、培养劳动兴趣、让劳动具有创新

性。劳动教育课程除理论课程外还应包括劳动教育实践课程，从理论和实践教学阶段中对学生进行劳动

知识的考核；以理论课程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课中动手实践能力为指标考察学生在劳动教育中提

升点；在劳动中培养劳动素养，从劳动的观念、习惯、品格、精神等方向考察劳动素质指标是否达成。 

2.2. 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创新理论课程体系 

课程教材方面：应结合各高校的办学特点、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发展，开设以劳动知识、劳动技能

和劳动素养等方面劳动教育通识理论课程[9]。将思政教育和认知类课程相结合，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

经典理论知识，理清劳动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党在各个时期的劳动教育观点以及新时期的劳动理念，深刻

体会劳动理论的一脉相承。利用慕课、微课、在线课堂等方式，发挥课堂育人作用。结合农林学科劳动

实践、行动的本质特质，加强其课程的体验性、趣味性、合作性、探究性，通过体验教学达到劳动自治，

培养学术科研技能；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加强学术的交往能力、写作能力，通过加强以学术为中心的

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师教学方面：一要成立特有的劳动教育教研室，积极探索劳动教育的规律变化，及时总结劳动教

学的经验，不断提升教师劳动教育的核心能力。二要拓展师资来源，设立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

体系。三要加强教师素养的提升，定期开展专业培训，鼓励教师参加基层劳动实践，将劳动元素和人才

培养方案相融合，扩大劳动教育的实质影响。 

2.3. 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创新实践课程体系 

以第二课堂为劳动教育载体，构建六位一体实践课程。首先是劳动思政教育，在日常的劳动教育中

融合团员和党员教育，让劳动思政教育内容更丰富，借鉴团组织生活，开展以劳动为主体的教育活动，

通过劳动思想教育和日常的组织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第二课堂成绩的主要体现方式就是社会

实践实习，学校方面每年都应组织或者安排学生进行寒暑假“三下乡”活动、“逐梦扬帆计划”活动，

让学生积极返乡开展社会实践，让大学生走进田间，深入工厂、融入社区，在了解家乡的情况的同时，

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开展社会服务和劳动生产，践行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真理，为以后毕业就业打下

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内或者校外做志愿公益活动，让志愿服务伴随学生的整个大

学生活，鼓励、支持应届毕业生参加大学生西部计划与“三支一扶”计划等，培育爱国情怀和奉献服务

精神。借助“大创”、“挑战杯”、“互联网+”及各类学科竞赛，促进学生的发展，提高创新创业意识

和能力，激发创造思维。通过举办各类艺术节、讲座、典型事例报告会，提高学生的文体素养。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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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体验、认识职业的各方各面，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职业的拓展活动，为学生就业择业奠定坚实的职业

基础。最后，学校应搭建舞台让学生能够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积极推进产业与教学融合，学校和企业

合作，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协同育才的优势。 

2.4. 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体系 

以劳动意识、劳动认知、劳动能力、社会实践和志愿活动的表现、创新创业项目的开展情况、学科

竞赛的参与情况、职业认知等因素作为指标量化考核机制；根据学校办学目标和农林学科专业特色成立

专门的教研团队进行商议、量化劳动教育课程的考核标准，建立由教师、家庭、学生同时参与评价的多

元主体；建立健全劳动教育评价的审核、公示新制度，开展多元多维评价，让劳动教育评价公平、公正

且公开，同时可记录、可追溯、可评价，最终把劳动教育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之中。 
同时在高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中融入多元智能理论，不断改善教师的学生观与教育教学观，及时更

改劳动教育目标，革新教育对策，推动劳动教育的深化改革，使教师重视并善待学生差异，从统一、僵

化的课程评价思维中摆脱，将学生的个性化成才需求作为劳动教育及课程评价关注重点之一，激发学生

的潜在能力，根据学生的差异而应用不种劳动教育方法，提高劳动教育课程开发本性，才能够做到拓展

学生思维，开发学生的潜力。 
 

 
Figure 1. The labor educ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图 1. “新农科”背景下农林专业劳动教育体系 

3. “新农科”背景下农林专业劳动教育建设方案 

3.1. 劳动教育课程实施 

劳动教育课程实施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劳动教育理论课程实施：任课老师应提前制定课程计划，

劳动教育理论课程应有精有细，如学科知识、劳动观念建立等内容可以采取精讲，在课堂上以课程思政

和劳动技能为主，劳动教育的总结性、巩固性、拓展性、经验性和践悟性教育也应以课堂教学的方式进

行[10]，课后布置适量的作业；学生应自觉课前预习，去了解有关于劳动教育相关的知识，课上能够做到

听讲做笔记，课后完成作业以及通过慕课、微课堂等线上教学资源巩固学习。劳动教育实践课程实施：

科任老师应提前安排好学生的劳动实践，包括实践的地点、实践的内容、实践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在

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有序的进行；作为学生应积极配合服从老师、学校安排的实践课程计划，在

实践中认识劳动、建立劳动价值观[11]，能够做好做实和珍惜每一次课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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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劳动教育课程评价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应以国家政策导向为基础，注重劳动教育目标和内容要求，关注实施过程

中的问题，并矫正失之偏颇的问题。此外，应认真研读劳动教育课程评价的具体概念和实施原则，深入

研究劳动教育课程目标及其各层级目标的一致性设计策略，注重“教–学–评”的一致性研究，创新多

样化的评价方式，充分发挥劳动教育课程评价的反馈、导向和激励功能，以提升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的质

量和水平[12]。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指标多样，包括教学资源评价、理论教学评价、实践教学评价和学生

评教等。其中教学资源评价可以是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课程资源评价，比如教材、文献资料、线上教学

资源如慕课、微课以及实践地的总体评价，理论和实践教学评价针对学生，课程总成绩可以设置为 100
分，理论课程占 50%实践课占 50%，包括学生理论与实践课堂表现、课程认知、积极性和课后作业的完

成度等，要求学生完成关于劳动认知、劳动素养相关的理论考核以及撰写实践报告和心得等，理论和实

践课程的成绩相加即为学生的总成绩，这期间老师要对每个学生的成绩情况留底备案，公示本课程中表

现最好、成绩最优的学员，最后开展学生评教，即评价教师的实际情况，可以采用网上评教、问卷调查

的方式对老师进行评价，公示优秀模范教师。 

4. 结束语 

探索立德树人的重要实践途径是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新时代高校教育体系的建设，不但要有创新

性还要具有高度契合的可行性，还需要不断优化并升级功能选项，逐渐完善体系制度的建设，制定较为

完整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深化教材建设并以学生劳动素养为核心，探索培养的路径，逐步建成一套更

加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13]。在新农科视野下，农林高校与农林专业应根据新农科的专业发展需求，与课

程建设、思政育人的需求相结合。重视高校的劳动教育，有利于学生提高劳动素养和维护社会健康稳定。

将建设“新农科”运用到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发展建设上，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校劳动教育革

新，为学生劳动价值观的建立提供帮助，为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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