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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于桂凤
(湖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摘　 要: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依据是劳动对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对学生的成人成才、实现价值追求和美好生活具

有重要作用ꎮ 其价值目标包括三个层面: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ꎬ即在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础上ꎬ树立“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ꎻ培养积极劳动精神、优秀劳动素养和劳动品质ꎻ养成良好劳动

习惯ꎮ 其价值定位主要表现在对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基础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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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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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ꎬ为新时代学校开展劳动

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ꎬ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ꎮ
从我国当前学校劳动教育发展实际来看ꎬ要贯彻

落实这些新要求、切实全面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ꎬ
必须让全社会尤其是各级教育主体深入理解新时

代劳动教育的价值依据、价值目标、价值定位等价

值论问题ꎮ

１　 新时代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依据
任何现实的教育活动都有其内在的价值依

据ꎬ构成该教育活动之所以可能并且必要的价值

基础ꎮ 与此相应ꎬ劳动教育的价值依据直接关联

着劳动教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ꎬ因而也是开

展劳动教育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ꎮ 总的来说ꎬ
新时代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依据在于劳动在

人类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ꎮ 在马克思

主义语境中ꎬ劳动的这种作用和价值表现在多个

方面ꎮ
第一ꎬ劳动是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

个基本条件”ꎮ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首先离不开一

定的生活资料ꎬ这些生活资料虽然取之于自然界ꎬ
但需要借助具体的劳动ꎬ才能转化为满足人类生

存需要的各种物品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恩格斯

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ꎬ而
且达到这样的程度ꎬ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

不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ꎮ” [１]９８８人类发展的历

史表明ꎬ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ꎬ而且创造了人的

世界、人的历史、人的认识、人的思想、人的文化等

一切属人的、社会性的存在ꎮ 换言之ꎬ“人类是劳

动创造的ꎬ社会是劳动创造的” [２]ꎮ 没有劳动ꎬ就
没有人类文明及其传承与进步ꎮ 离开劳动ꎬ人类

根本就无法生存和发展ꎮ
第二ꎬ劳动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性活动ꎬ因而也是个体本质生成、自我价值实现

以及人格完善的根本方式和重要途径ꎮ 马克思指

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ꎬ
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

自己的劳动的结果ꎮ” [３]２０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ꎬ黑
格尔把人看作自身劳动的结果ꎬ“把劳动看作人

的本质ꎬ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ꎬ已经深刻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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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劳动对于人的本质生成所具有的本体论意

义ꎮ 但马克思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戳中了黑格尔的

“软肋”———黑格尔所理解的劳动实际上是精神

或意识的自我辩证运动ꎬ这个运动本质上是“概
念的自我化” [４]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真正体现人的

本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
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ꎬ而是“生产自己的生活

资料”的物质劳动ꎮ 可以说ꎬ正是这个物质劳动ꎬ
使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学意

义上的生产活动主体和历史创造主体ꎮ 这个意义

上的劳动不仅与精神劳动不同ꎬ而且构成精神劳

动的基础ꎮ 同时ꎬ这种劳动也与动物“浑然天成”
的依靠本能被动适应外部环境的生命活动不同ꎬ
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ꎮ 正是通过这种性质

的劳动ꎬ人类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ꎬ实现自己的生

命价值和人格完善ꎬ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ꎬ从
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ꎮ 在此ꎬ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ꎬ劳动教育意义上的劳动并非

抽象的精神劳动ꎬ而是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性的

活动ꎮ «意见»明确指出:“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

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ꎬ有目的、有计划地组

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

动ꎬ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ꎮ” [５] 当前ꎬ有些学

校的劳动教育之所以实效性不大ꎬ恰恰是把抽象

的精神劳动当成了劳动教育的重点ꎮ 学生既不

“出力”也不“流汗”ꎬ从而劳动教育流于形式ꎮ
第三ꎬ劳动是财富之源ꎬ也是幸福之源ꎬ一切

美好生活都源于劳动和创造ꎮ 对此ꎬ可以从肯定

性和否定性两个角度去理解ꎮ 从肯定性的角度

看ꎬ“人世间的美好梦想ꎬ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

实现” [６]４６ꎮ 而且ꎬ只有在劳动中ꎬ劳动者才能真

正体验到生活创造或价值创造的乐趣与意义ꎮ 实

践证明ꎬ真正的幸福离不开现实的劳动ꎬ长久的幸

福离不开持久的劳动ꎮ 从否定性的角度看ꎬ劳动

也是消除不幸、减少那些制约人类实现幸福生活

的因素的积极力量ꎮ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遇

到的种种难题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ꎬ“只有通

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 [６]４６ꎮ
上述分析表明ꎬ劳动对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ꎬ因而对学

生的成人成才、实现价值追求和美好生活具有根

本性意义ꎮ 正是这些意义ꎬ构成了新时代为什么

要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依据ꎮ

２　 新时代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目标
任何教育活动都内含一定的价值目标ꎮ 这种

价值目标规范着教育的价值内容ꎬ反映一定的价

值诉求ꎮ 劳动教育也不例外ꎮ 深刻领会新时代全

面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目标ꎬ有利于准确抓住新

时代劳动教育的着力点和突破口ꎮ «意见»明确

指出ꎬ“通过劳动教育ꎬ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ꎬ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ꎻ体会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ꎬ体认劳动不分贵贱ꎬ热爱劳动ꎬ尊重

普通劳动者ꎬ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

神ꎻ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ꎬ形成

良好的劳动习惯ꎮ” [５] 从这可以看出ꎬ新时代劳动

教育的价值目标可以分解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

面:一是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ꎬ主要是树立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和“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即“四个最”的观念ꎻ二是培

养积极的劳动精神、基本的劳动素养和优秀的劳

动品质ꎻ三是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ꎮ 其中ꎬ第一个

层面中的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首要的、核心

的价值目标ꎬ是实现其他两个层面的价值目标的

前提ꎮ
劳动观是劳动主体即劳动者对劳动的本质、

性质、作用及价值等问题的根本看法ꎬ一定程度上

影响和制约着劳动者关于劳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

选择ꎮ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体现了科学性、时代性、
人民性三大原则的统一ꎮ 首先ꎬ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科学揭示了劳动对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性或首要性意义ꎬ所以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ꎬ
对于学生正确理解劳动的本质和价值ꎬ具有重要

作用ꎮ 其次ꎬ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体现了时代精神ꎮ
这里所说的时代ꎬ既指人类社会发展的 “大时

代”ꎬ也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进入的“新时

代”ꎮ “大时代”侧重普遍性维度ꎬ“新时代”则突

出特殊性维度ꎮ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观ꎬ也是这种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统一ꎮ 最后ꎬ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坚持

人民立场ꎮ 这一人民立场也是新时代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必然要求ꎬ规
约着我国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ꎬ对新时代的劳动

教育具有整体性的规范力和引导力ꎮ 正因如此ꎬ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不仅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理论

内容ꎬ更是其理论指导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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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只有让学生深刻理解劳动的本质与价

值ꎬ才能使他们真正懂得为什么“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ꎮ 不仅使学

生知其然ꎬ而且知其所以然ꎮ 这样ꎬ才能切实有效

地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并“尊重劳动”ꎬ形成“劳
动者至上、劳动者平等、劳动者可敬”的价值认

知ꎮ 反之ꎬ如果学生不能正确领会劳动的本质与

价值ꎬ也就难以看到劳动的“光荣” “崇高” “伟

大”“美丽”之所在ꎬ进而难以发现劳动者的“至
上”“可敬”之处ꎬ当然也就难以“平等”待之ꎬ甚至

还有可能贬低普通劳动者的价值ꎮ 在此需要指出

的是ꎬ有些学校把劳动教育完全等同于学校组织

的社会实践活动ꎬ也是没有正确理解劳动本质与

价值的表现ꎮ 虽然劳动与实践具有本质的同一

性ꎬ但是劳动教育却与社会实践活动存在很大的

区别ꎮ 社会实践活动只是达成劳动教育目标的一

种方式、一个教学环节ꎬ不仅不能把劳动教育与社

会实践活动划等号ꎬ更不能以社会实践活动代替

整个劳动教育ꎮ «意见»特别强调家庭劳动教育、
学校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的有机结合ꎬ强调日

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的统一ꎬ都说

明了劳动教育不能局限于单一的社会实践活动ꎮ
尤其是针对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的劳动教育ꎬ
不仅形式要多样化ꎬ而且内容要“社会化”ꎮ

第二ꎬ学生只有正确把握劳动在个人成长与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ꎬ才能真正认同并自觉

传承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ꎬ认同并形成

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ꎬ培养主动服务他人、服务社

会的劳动情怀ꎮ 长大后ꎬ才有可能热爱劳动、辛勤

劳动、诚实劳动ꎮ 在此基础上ꎬ才能够脚踏实地、
苦干实干ꎬ愿“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ꎬ不做坐而论

道的清谈客” [６]ꎮ 反观当前一些学生不爱惜别人

的劳动成果、不愿意进行辛苦的劳动ꎬ一些从学生

发展而来的青年劳动者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崇尚

暴富ꎬ缺少实干精神、工匠精神和“永久奋斗”精

神ꎬ其认识根源恰恰在于没有充分理解劳动与个

人成长成才和社会发展之间内在而紧密的关系ꎮ
第三ꎬ学生只有全面认识到劳动者的伟大力

量和重大价值ꎬ才能真正尊重劳动者ꎬ真正尊重劳

动者的劳动ꎬ尤其是尊重那些默默无闻、最平凡的

普通劳动者及他们的劳动ꎮ 这不仅对中小学生有

益ꎬ对大学生帮助更大ꎮ 有些大学生毕业后存在

就业困难ꎬ除国家、社会层面的客观因素之外ꎬ更

与自身的劳动能力及对劳动与劳动者的价值认知

密切相关ꎮ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四个最”观念

的培育ꎬ有助于学生远离或摒弃那种劳动者有高

低贵贱之分的错误认识ꎬ使学生不但愿意成为劳

动者ꎬ而且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理性选择适合

从事的劳动或工作ꎮ 引导学生尊重自身和其他劳

动者及其劳动ꎬ对于未来他们同其他劳动者建立

平等、友爱、合作的关系ꎬ具有积极意义ꎮ 这也是

毛泽东特别强调青年学生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的重要原因ꎮ
总之ꎬ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ꎬ是培

育其高尚的劳动情怀、提升其必要的劳动素养和

劳动能力、培养其健康的劳动态度的必要前提ꎮ

３　 新时代全面加强劳动教育的价值定位
理论与实践表明ꎬ劳动教育价值定位不明确

将会严重制约劳动教育实施的有效性、可持续性

或常态化ꎮ 近年来ꎬ一些学校淡化、弱化劳动教

育ꎬ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正确把握劳动教育的价

值定位ꎮ 因此ꎬ推进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实践ꎬ必
须科学、准确理解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定位ꎮ
«意见»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ꎬ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

动技能水平ꎮ” [５]同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ꎬ围绕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ꎬ着力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ꎮ” [５]

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劳动教育四个层面的价值

定位ꎮ
第一ꎬ从学生个人发展的层面看ꎬ劳动和劳动

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

关键性作用ꎮ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

体育相结合ꎬ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ꎬ而
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ꎮ” [７]５３０事实证

明ꎬ世界上没有单纯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ꎬ所有

的劳动必然都是一种集动脑与动手、认知与情感、
实践与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ꎮ 在这种综合性

的劳动过程中ꎬ个人的知识、技能、态度、方法、习
惯等得以积累和形成ꎬ从而促进个人的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ꎮ 这也决定了劳动教育必然具有跨学

科特征与功能ꎬ既可以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ꎬ也可

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ꎮ 正是因为看到了劳动教

育对促进个体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具有其他教育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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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替代的作用ꎬ毛泽东明确强调“教育要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ꎬ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８]１０３５ꎮ «意
见»明确提出ꎬ劳动教育要“以体力劳动为主”“强
化实践体验”ꎮ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特别强调ꎬ劳
动教育“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ꎬ更不能在课上‘听’
劳动、在课外‘看’劳动、在网上‘玩’劳动” [９]ꎮ 这

就要求新时代的学校劳动教育必须让学生真正走

向实践、体验现实的生产劳动ꎬ决不能用抽象的“精
神活动”代替具体的“物质”活动ꎬ避免使之流于形

式主义ꎮ
第二ꎬ从我国教育体系整体建构的层面看ꎬ劳

动教育对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具

有基础性作用ꎮ 在 ２０１８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ꎬ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ꎬ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ꎬ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ꎮ
劳动教育不仅是这一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ꎬ而且

在“五育”中处于基础性地位ꎬ因为劳动教育具有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ꎮ 这也正

是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所在ꎮ 实践表明ꎬ充分发

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ꎬ即“以劳树德、以劳

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ꎬ有助于实现“五育”
的良性循环发展ꎮ 这就要求学校在课程设置、课
时安排中ꎬ必须平衡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的关系ꎬ尤其不能为了突出智育而“牺牲”劳
动教育ꎮ 当前一些学校淡化或弱化劳动教育的一

个重要表现就是智育“侵占”了本应该属于劳动

教育的课时ꎮ
第三ꎬ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层面看ꎬ劳

动教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ꎮ 培养什

么人ꎬ是教育的首要问题ꎮ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始终如一的

目标和使命ꎬ而劳动教育本身的综合育人功能决

定了新时代条件下ꎬ依托劳动教育把广大大中小

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ꎬ对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

章具有根本性意义ꎮ 毛泽东曾说:“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

路ꎬ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

动ꎮ” [８]１０３５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 日ꎬ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ꎬ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ꎬ“社会

主义是干出来的” [１０]ꎮ 从根本上说ꎬ无论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ꎬ还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ꎬ都离不开具有昂扬的劳

动精神面貌、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基本的劳动技

能水平、诚实合法的劳动意识的劳动者ꎮ 在这个

意义上ꎬ对大中小学生进行必要的、持续的、有针

对性的劳动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第四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层面看ꎬ劳动教

育对培养托起中国梦的主力军具有战略性意义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ꎮ” [１１]１２只有“实
干才能梦想成真”ꎬ而“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

动” [６]４４ꎬ即以实实在在的劳动托起中国梦ꎮ 今天

在校的大中小学生就是未来托起“中国梦”的主

力军ꎮ 但是ꎬ他们要能够托起“中国梦”ꎬ必须树

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ꎬ具备基本的劳动素养ꎬ培养

向上的劳动精神和积极的劳动态度ꎬ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ꎬ而这一切都离不劳动教育ꎮ 由此可见ꎬ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深远的战略性意义ꎮ
正因为劳动教育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ꎬ所以

各级学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ꎬ按照«意见»要求ꎬ加快补齐劳动教育

“短板”ꎬ积极促进劳动教育价值目标的实现ꎮ 为

此ꎬ一方面ꎬ学校要把劳动教育当作“管长远”的

事情来抓ꎬ而不能当作“运动式”的短期行为来

搞ꎮ 这就要求劳动教育主体不能孤立地就劳动教

育本身来谈论劳动教育ꎬ而要把劳动教育与个人、
社会、国家及民族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ꎮ «意见»
之所以明确提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ꎬ就是因为劳动教

育对个人、社会、国家和民族发展具有深远的影

响ꎮ 要保证劳动教育的持续性、实效性ꎬ避免劳动

教育的短期化和形式化ꎬ还需要各级学校切实做

到劳动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ꎮ 另一方面ꎬ不仅

对学生给予必要的劳动教育ꎬ而且对包括教师在

内的相关劳动教育主体也要适时进行有针对性的

劳动教育ꎮ 从目前学校劳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其主要成因来看ꎬ针对这个群体的劳动教育的

着力点在于:一是要增强劳动教育主体对劳动价

值和劳动教育价值的认知ꎬ这有助于提升他们实

施劳动教育的自觉性ꎻ二是要鼓励劳动教育主体

深入开展劳动教育科学研究ꎬ既把握一般劳动教

育的普遍规律ꎬ又把握不同学段劳动教育的特殊

规律ꎬ这有利于增强劳动教育的科学性ꎻ三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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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主体与时俱进了解产业新业态和劳动新

形态ꎬ增强劳动教育内容和劳动教育方式的时代

性ꎬ即体现时代精神、满足时代需求ꎮ 加强这三个

方面的劳动教育ꎬ最终都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劳动

教育能力和效果ꎬ从而使新时代的学校劳动教育

不仅有“量”的扩张ꎬ更有“质”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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