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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五育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蕴含着对学生知情意行等方面的培养。劳动教

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以其深厚的内涵发挥着综合育人的价值，这种育人价值包含提升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的功能，因此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加强心理健康的教育工作是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必然要求，也是开展教学育人活动的重要保障。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健康心理的本质在于通过“以劳健

心”的独特教育价值提升心理素养，体现在劳动教育能够疏导中学生的不良心理情绪，提升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优化学生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以塑造健全的心智人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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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ur educ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five education systems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
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mpli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emotions, thoughts and 
behaviours. Labou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with its 
profound connotation, it plays the value of comprehensive human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function of improving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o labour education is a necessary way for studen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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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 up. Strengthen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young people, and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The essence of 
labour educa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healthy psychology lies in the enhancement of psychological 
literacy through the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 of “strengthening the heart through labour education”,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labour education can channe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dvers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self-efficacy, optimize students’ behaviours, and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abour in order to build up a sound mentality and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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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中小学大力开展劳动教育的形势下，国家教育部门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对开

展劳动教育的内容和组织形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标准。其中 2023 年由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

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明确提出以“五育并举”

促进心理健康，强调“以劳健心”。注重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相融合，深入挖掘劳动教育在学

生价值观形成、心理健康疏导以及健康人格塑造等方面的作用。践行劳动教育的内涵与要求对学生心理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劳动教育的内涵及重要性分析 

马克思在其劳动学说里将劳动这一概念表述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存在于社会中的每一历史

发展阶段，不仅创造了人也创造着社会(马克思，恩格斯，1979：p. 91)。而劳动教育则是以培养学生的劳

动技能和劳动意识为核心，塑造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劳动教育也是近年来我国十分

重视的教育形式，新时代对劳动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深

刻指出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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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积极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有助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还能够培养学生健康的心

理品质，比如锻炼学生的意志力，改善对家长的过度依赖心理；在集体的劳动活动中学会合作，构建起

和谐的人际关系。 
劳动教育让学生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从实践中获取知识，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中的关键环节，具有综

合育人的价值，也是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教育体系建设的施力点。劳动教育能够促进学生德育的发

展，学生通过参与躬身修行的劳动实践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尊重劳动及劳动者，这种形式有助于培养

学生健全的个性品质；其次，劳动教育与智育的结合能够让学生发挥创造力将普通的劳动与丰富的知识

结合起来，以鲜活生动的体验弥补知识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增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再次，劳动教育还

具有健体的作用，而健体使身心得到统一的发展，适当的劳动锻炼不仅促进学生身体健康成长，强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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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同样也是对学生意志的磨砺，个体的耐挫能力相应增强，在劳动中的收获有益于学生产生积极的心

理体验；最后，劳动教育还具有育美的价值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马克思，

恩格斯，1979：p. 97)，这是一个发现美、体验美、创造美的劳动过程，进而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康的审美

价值取向。概而言之，劳动教育的发展间接影响到其他四育的发展，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里的劳动实践不是让学生为未来赚钱而做准备，也不是让学生学会一技之长，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郭戈，1984)。在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

力的现代社会，传统的机械体力劳动已经逐渐被取代，呈现出脑力劳动和技术劳动深度融合的劳动形态。

新时代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能力，与科学技术联系日益紧密，对社会变革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指向学生未来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要处理与社会、自然与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种劳动中。参与劳

动实践时，劳动者需要对自我的行为有所认知和及时调整，进而完成自我评价和优化。真正将劳动教育落

到实处，是学生正确自我意识、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通过劳动教育这一途径，加强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是学生实现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有力保障，并获得稳定且可持续内在的品质和能力。 

3. 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机制 

中学阶段是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和健全人格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学生心理问题呈现出的多样化、低龄

化等特点，因此教育者需要更加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灵活多样的途径促进中学生身心和谐发展。

劳动教育是融合育人方向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具有综合育人的教育价值，在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排解

不良情绪、塑造人格等方面有促进作用。 

3.1. 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现状 

中学阶段的学生正出于青春发育的关键期，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学生在这一阶段的

生理和心理功能都发生了一系列量与质的变化，其生理、认知、情感、意志和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加之

学业、高考等外在压力容易导致学生产生各种心理障碍，比如在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同等出现矛盾，

这些不健康的因素会进而影响学生生活与学习。《中国疾控中心报》发表了一项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

题的调查研究，调查对象为 2019 年的 83,866 名青少年，2020 年的 67,998 名青少年和 2021 年的 86,576
名青少年，年龄均在 13~18 岁之间。据研究发现，处于青春期的学生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情绪问

题，以抑郁和焦虑为主(刘昶荣，202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随之而产生了多元的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缺乏生活经验且心理发展不够成熟的中学生难免受到外界消极因素的干扰。所以，

这一阶段也是学生塑造积极心理素质、养成良好品格与习惯的关键时期，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工作

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开展教学育人活动的重要保障。 

3.2. “以劳健心”的独特教育价值 

劳动教育对学生个体心理素质的培养具有独特的心理效应，劳动教育心理能够填补传统教育心理学

忽略劳动教育中心理问题的不足之处，通过多次劳动教育及劳动实践对个体心理发展产生有效的影响(迟
宝策，2020)。 

通过劳动教育能够疏导中学生的不良心理情绪，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班杜拉(Albert Bandura)曾指出，

自我效能能够通过生理过程影响健康状况和疾病(周文霞，郭桂萍，2006)。而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个体以

往的成败经验密切相关。有关心理研究通过心理测量量表的相关性分析得出，自我性能对于心理健康有

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即自我效能感越高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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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越高，自我效能感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且其相关系数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渐提高(吴旻烨等，

2009)。当前的学生处于一种“他证”的社会体系中，分数高低、荣誉奖章等无一不是学生互相竞争和比

较的对象，仿佛只有这些外在的获得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无处不在的竞争排名容易让学生产生焦虑的

情绪，难以获得自我效能感，学生的学习的目的永远不能置归于自己，而是陷入不停地比较中为自己施

加心理压力。相反，劳动教育中的实践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理论知识识记，而是手脑并用、发挥学生创造

性思维的劳动。劳动实践可以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切入点，集中注意力进行技能操作，在兴趣支撑和能

力提升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自信和劳动自觉。劳动教育的心理效应在于弱化竞争属性，在学生付出

努力的前提下产生积极的体验感，学会某种技能、完成一项劳动任务的获得感并不亚于掌握其他学科知

识的成就感。 
劳动教育可以优化学生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以塑造健全的心智人格。杜威曾批

判分析实用科目教育理念下劳动与闲暇对立的现状，并提供通过民主教育的路径来消除这种对立。教育

在劳动和闲暇之间寻得的道路就是实现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培养，脱离机械、重复的动作，让儿童学会以

理性、真实的方式思考自我。杜威将这种教育期许建立在个人对实践的感悟基础上，与独特的个体经验

不可分割，反映的是对自我存在于世界的尊重，有助于个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在思想、言论和行为层面的

自由和创造力(约翰·杜威，2001：pp. 268-269)。所以，以融合的思维看待当今的劳动教育同样具有深刻

意义。出于自由目的的积极的休闲活动，也可能涉及劳动，劳动本身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重视

劳动和精神生活的联系意味着当今的劳动教育要让学生在自己热爱的自由劳动中获得精神的成长，学会

尊重劳动他人的劳动成果，平等对待每一位劳动者。学生基于对劳动模范的替代强化中形成自己的内驱

力，对劳动教育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内化为积极的态度，以劳动为荣，并在劳动中创造，从而使学生产

生相对愉悦、轻松、充满成就感的学习心理体验，减轻学科学习及其他方面带来的压力。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格塑造，劳动创造人的过程中人的个性、才能也因此形成，

每个社会成员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顾明远，1998：pp. 296-298)。体

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有有益于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持续发挥心理健康作用的效益。模块化

的劳动技能实操要求学生要与同学及时沟通，重视自己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学生将会在劳动成果中实

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劳动教育中建立起来的良好人际关系能够帮助学生面对困难时给予一定的支持

力量，以自信和积极的态度克服挫折。同时，劳动还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维持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合理的劳动实践能够让学生砥砺顽强的意志、磨炼心智，于真实的体验中逐步拥有正视挫折的意志力。 

4. 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可能路径 

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需要提供操作的细节流程，

实现最后的育人目标。综合上文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机制，学校劳动教育的展开可以

注重以下方面的工作。 

4.1. 立足学生的发展特点，拓展学校劳动教育的平台 

在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时，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兴趣与热情。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三种

需要：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只有这三种需要得到满足时，人的内在动机才会被激发，进而

发挥个人潜能(陶新华，2017：p. 87)。因此在开展劳动实践时，教师可以以清单的方式让学生从日常的生

活劳动、简单的生产劳动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倾向于完成的活动，然后为学生展示活动的完整流程

以及可以有何成果和收获等方面来引起学生对此次任务的关注，激发学生想要掌握某项技能的欲望。同

时，还要鼓励学生多和同辈沟通，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感受劳动带来的美好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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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例如，通过校园大扫除、校内的劳动实践基地的试验田种植等集体活动，丰富拓展学生的劳动实

践途径，在实践中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在种植实验田的过程中，学生们一起翻土、播种、施肥、浇水

等事项都需要学生亲历亲为，学生可以通过植物观察日记这样的方式来记录植物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的生长过程，期间遇到的一些难题可以经由教师组织一起探讨并找出解决方案，让学生了解植物的生长

规律，做好种植计划的衔接，从而引导学生充分感受播种的快乐、生长的欢喜、硕果的分享过程。这样

的室外劳动课程使学生感知劳动的乐趣，在他们心中播下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种子，体会到作为劳动

者的艰辛与快乐，以达到以劳健心、以劳润心的教育目的。 
为学生传授基本的生活技能是劳动教育的基本目的，使学生普遍掌握相关的劳动技能与知识，提

高日常生活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者应以家务劳动和学校劳动结合为载体搭建起劳动平台，

深化家校合作，家长应鼓励孩子主动参与家庭力所能及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劳动助力孩子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可以从理工科教学实验着手，依托人工智能等平台来强化学生的动手

能力，还可以从校内校外的服务性平台展开，如利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进行简单的生产劳动，支持学

生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等。这些多样化的劳动实践能够提升学生的成就感，认可自己的价值，从而增

强自我效能感。 

4.2. 适当增加劳动任务的难度，及时予以学生行动反馈 

劳动教育活动安排的另一要点则是从劳动任务设置出发。过于简单的劳动活动会导致学生丧失进一

步行动的意志和活力，无益于学生持续完善心理免疫系统。适当增加学生劳动任务的难度有利于磨炼学

生的意志，帮助学生养成勇敢、自尊、坚持等积极情绪，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以正面的态度去解

释，用积极的方式应对外在困难与自我内心的冲突。先为学生设立一些简单易实现的小目标，再让学生

循序渐进尝试克服较大的阻力，引导学生将困难看作劳动的一部分，选择和调整解决困难的方法、策略，

最后形成内在的自信。同时，在具体劳动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充分调动自己的体力

和智力去达成确定的目标，教师和家长在这一过程中要给予学生的行为以积极的反馈。根据“镜像自我”

的理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形成自我概念的重要时期，他人的欣赏能够培育学生自我的积极品质(毕文健，

顾建军，徐维炯，2021)。例如，教师在展开家务劳动的实践授课时，教师可以先从引导学生自己动手打

扫卧室等活动开始，然后让学生以视频或图片形式分享自己的实践成果；再渐渐布置让学生学会炒一道

菜等任务，在课堂中交流和分享自己在家务劳动中遇到的问题和实践心得，充分调动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和主动性，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对自己的劳动实践予以反思。教师需要对学生的劳动实践及时给出反馈，

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宣传方式展示学生的劳动作品成果、劳动过程，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劳动成就感和自豪感，使其内化为学生持久的劳动力，构建积极的心智品格。 

5. 结语 

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党的教育方针中，劳动教育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为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学校需要发挥劳动教育道德独特育人价值，其对于青少年提升心理健康

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引导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乐观向上的心理

品质，这是心理教育在劳动教育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寻求的融汇点。以劳健心、以劳润心是学校劳动教

育要奋力实现的目标，在培育学生劳动技能的同时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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