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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教育工作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劳动教育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直接影响

到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在高校推进劳动教育实践过程中，采取何种实施途径极为重要。本文以农业气象

学课程为例，对如何从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基地建设、教师认识水平和实验教学内容4个方面提高劳动

教育实践效果进行了阐述，旨在探索出一条新时代如何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途径，

为其他高校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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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for social and national develop-
ment in the new era, and as an important part, labour educ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al-
ent train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what method 
to take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takes Agrometeorology as an example, and makes a de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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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labor education in many ways, such as curriculum 
syllabus, experimental base, understanding level of teacher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era to strengthen the path of labor practic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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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充分肯定了劳动教育对于培养新时

代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性，进一步夯实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模式发生了

明显变化，即由从前的规模扩张模式转向内涵质量提升模式。有鉴于此，高校应当立足于新时代社会和国

家对于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切实开展大学生劳动实践教育，要创新劳动教育形式，丰富劳动教育内涵，探

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劳动教育新途径。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内涵、

意义和实践路径[1] [2] [3] [4] [5]，已成为当前大学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融入

劳动教育，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例如从人工智能大背景下对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进行

了探究[6]。农业气象学是应用气象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将气象学的基础理论与农业生产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门课程，具有理论性、综合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该课程开展的实验和实习

实践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而且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和培养了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在应用气象学专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本文从农业气象学课程入手，以期探索一条适用于应用气象学专业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途径。 

2.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意义 

2.1. 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 

高等学校负责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和高水平人才，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水

平和潜力。目前我国发展已步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要想稳步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完成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任务，就必须要注重大学生全面发展，特别是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劳动教育。劳动实践教育效果

直接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质量。从深层次来看大学生劳动水平的高低影响到未来所能创造出物质和

精神财富的多寡，从当前来看劳动教育能够有效提高高校大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目前我国社会

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大学生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竞争以及由各种原因引发的不安和焦虑情绪，唯有具备良

好的身心素质，才能为大学生高质量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因此，高校强化大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势在

必行，让大学生通过劳动实践提高劳动水平、增强身心健康，才能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2.2. 提升大学生品德修养和开阔大学生劳动视野 

大学生的品德修养和价值取向是其素质高低的重要衡量标准，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修养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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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大学生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对高校而言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

的基本目标，而劳动教育作为最基础的教育形式是实现立德树人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有助于促进大学生

全面发展[7]。积极开展劳动实践教育不仅有助于大学生形成踏实肯干和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使其在劳

动实践中获得成就感以及幸福感的同时，而且还可实现对其优秀劳动品德的培养，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

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当中去。同时，开展劳动实践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认识水

平，促进其劳动实践能力提高。劳动实践教育过程能够帮助学生积累劳动基础知识，并提高其劳动基本

技能，在各种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实现其劳动智力以及劳动视野的扩展。因此，劳动实践可以使学生对

社会产生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促使其未来在国家建设上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3. 基于《农业气象学》的劳动教育实践探究 

新时代如何进行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是目前广大教育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尽管一些高校针对劳动

教育实施了一些措施，例如对劳动教育进行了顶层设计、科学筹划和安排劳动教育内容，甚至设置专门

的劳动教育课程等等，但整体而言，高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在师资保障、课程体系和评

教标准等方面没有给予劳动教育相应的地位，特别是在理工类专业中。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结合一些

专业课程特点，在课程实践环节中开展劳动实践教育不失为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农业气象学是气象学和

农业科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实验和实习是该课程的重要环节，在本课程实践过程中如何

融入劳动实践教育，本文将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分析。 

3.1. 改进课程教学大纲，充分挖掘课程的劳动属性 

要使学生在达到既定教学目标的同时，也能充分接受劳动实践教育，首先要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和行

业需要，根据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明确课程实践的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据此科学设置劳动实践的学时

和学分，制定比较完善、可行的实验实习教学大纲，使实践教学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其次，组

织课程组教师，对实验实习教学计划进行讨论，充分挖掘农业气象学课程的劳动属性，明确实践过程中

哪些环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劳动实践，哪些环节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通过思想教育和劳动实践

共同来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劳动观。 

3.2. 加强实验基地建设，为劳动实践教育提供保障 

劳动实践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固定劳动场所。我们建成了应用气象实验基地，该基地由 12 块 6 m × 10 
m 的实验田组成，同时在田间安装有自动气象观测仪器和半自动喷灌系统，基本能够满足实践教学需求。

实验基地的建设对实践教学的落实、开展和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极为重要，根据实验内容安排，我们在试

验田种植了当地常规农作物，从播种、除草到收获均组织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既能保证完成教学大纲

规定的全部实验和实习任务，又能锻炼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3.3. 抓好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是提高学生劳动实践能力、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要保障，特别是首先要提

高教师对大学生劳动教育意义的认识。提高师资队伍建设，除了要求教师要不断地学习和深造，提高自

身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之外，还要让教师从思想上首先认识到大学生为什么要进行劳动教育，其根本

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目前尽管国家已经加强对大学生劳动价值的宣传引导，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

被弱化、淡化和边缘化的情况，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校普遍没有把德智体美劳看做

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设计，没有给予劳动教育相应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师没有认识到大学生进行

劳动教育的意义，使老师缺乏动力投入到劳动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中。因此，我们组织相关教师一方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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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大学生劳动教育

的意义和新时代国家提出的期望和要求；另一方面，教师自己积极调研文献，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生劳动

教育实践开展情况，根据应用气象学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并结合农业气象学课程特点，提出了落实劳动

教育的具体措施，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3.4. 优化实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农业气象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以往的实验项目基本上是验证性，学生更多的是进行一些简单操

作和观测，例如以小组为单位观测不同深度的地温、采样测量土壤湿度、测量作物不同高度的温湿度等

等，在实验过程没有亲自进行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故劳动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实践

是认知的来源，因此我们优化了实验教学内容，删除了一些验证性实验项目，增加了一些需要学生实际

动手操作的实验项目，例如作物发育期观测及田间管理实践、农作物叶面积和生长特征量测定及农田基

本管理实践、农田土壤温度的测量和农作物播种技术劳动实践等。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除了要完成一些基

本观测和测量之外，更主要的学习放在了劳动实践环节，要求学生在作物不同生长阶段要完成相应的农

田劳动实践活动，例如作物播种之前农田要翻耕、平整，出苗之后要间苗、除草、施肥，少雨时要灌溉

等等。此外，由于一垄农作物从播种、间苗、除草到收获由一名同学负责，因此在实验组织方面也由原

来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改为个人负责制，这些措施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和兴趣，在劳

动实践中切实深化了大学生对于劳动的认识，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辛勤劳动、艰苦奋斗、敢于奉献的道德

品质和良好的劳动习惯，为将来适应社会竞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奠定一定基础。 

4. 结语 

大学生劳动教育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高校在推进劳动实践教育过程中，采取何种有效的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极为

重要。本文以实践性很强的农业气象学课程为例，结合实际情况主要从改进课程教学大纲、加强实验基

地建设、提高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和优化实验教学内容 4 个方面，阐述开展了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基本

途径，以保障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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