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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劳动教

育相结合能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获得感、耐挫力、心理承受力等。将大学生心理调适融入劳动教

育的作用机制入手，阐述了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教育对大学生心理调适的主动干预模式的价值

研究，从多维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效果评估，发挥劳动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内生动力，

在自我情绪调适中透析劳动本质，为高校心理育人体系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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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s of socialist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can help improve
students' sense of gain, frust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ndurance. Starting from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to labor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value
research of labor education on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mode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effect evaluation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gives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labor education,
stimulates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labor in self-emotional adjustment,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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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述，指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

而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其实就是不断劳动的过程[1]。劳动不仅

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塑造人类坚韧意志、责任意识和自我

心理调适的一种重要途径[2]。而如今部分高校的劳动教育课

程往往形式单一，技能培养也未能深入开发且缺乏专业指导

和系统性的管理，对大学生的心理推动作用被严重削弱，与

心理健康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近年来，人工智能逐渐深度

渗入各类高校，信息社会中的“劳动空间”一点点延伸，有

些“创造性劳动”的意义也被重塑，将传统体力劳动与智能

技术结合对改变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应用范围产生一定促进

作用，有望逐步形成“体力+脑力”“现实+虚拟”的新型劳

动形态，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因此，

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挖掘和优化劳动教育所蕴含的丰

富心理育人价值，提升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劳动教育对大学生心理调适的的现状与挑战

劳动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学生提升其心理抗挫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就业

创业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劳动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合作精神和自我效能感，能够有效助力心理调适；而心理健

康教育则为学生参与劳动提供积极的心态支持[3]，因此，劳

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具有密切

联系。在大学生活中，学生难免会出现各类适应性问题和压

力，部分大学生表现出消极心态，随之带来诸多的心理困惑

或轻微的心理问题，而劳动属于机体运动中可以快速缓解压

力的一种方式，不仅能让学生增强与社会的有效链接，也可

以快速获得感与幸福感，对学生心理调适拥有鲜明的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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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随着《意见》和《指导纲要》等文件的相继出台，各大

高校已逐步重视劳动教育的开展，但由于多年受应试教育的

影响，仍然过于注重专业教育，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不够全面，

更未深度探讨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发展的意义，尚

未积极构建两者融合发展的新型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1 系统性管理缺失

当前许多高校虽然都设置了劳动教育相关课程，但是依

然有部分高校劳动教育在制度建设方面呈现零散现象，且部

分高校将劳动教育简化为校园清扫、班级卫生等实践活动，

缺乏整体设计和思考。在教师专业化建设方面，教师往往将

劳动过程本身作为教育主体，教育过程流于形式，甚至出现

了“为教而教”的现象。这种教育形式难以有效塑造学生的

劳动态度与心理韧性，甚至可能加剧学生对劳动的抵触情绪，

削弱其心理调适功能。

1.2 学生劳动意识薄弱

许多院校在实施劳动教育时往往只强调劳动教育的参

与度和完成度，忽视了学生的体验感和个体评价，让一些原

本积极参与的学生也会因缺乏肯定和认同而逐渐丧失热情。

加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太快，很多同学觉得未来社会更需要

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好像迟早会被机器取代。这些因素加起

来致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劳动中散漫敷衍，认为劳动是低效

无用的体力活，甚至拒绝参与劳动教育，严重缺乏对劳动育

人价值的深刻理解，也反映出现在大学生劳动意识普遍薄弱

以及对劳动价值的认知偏差。与此同时，在心理健康教育方

面学生们的观念也存在类似问题，普遍存在“我又没心理问

题，干嘛要上心理课”的误区。这种想法让劳动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更难结合起来，使两者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1.3 “心劳互通”协同育人模式探索力度不足

由于部分高校尚未充分认识到劳动教育与心理教育融

合发展的潜力与意义，导致心理健康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

的育人模式探索推进受到阻碍。教学课程的布置也较为简单

和基础。教师往往顾不上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无法把教学

内容和学生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致使大学生缺乏参与劳动

教育及心理调适学习实践的兴趣，甚至对待相关内容越来越

敷衍，有的学生在劳动过程中还会产生负面情绪或困惑。这

种现状不仅限制了劳动教育的深入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导致协同育人效果打了折扣。

2 AI 驱动下劳动教育对大学生心理调适的价值研

究与赋能路径

在传统高校教育体系中，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协

同作用受限于教学模式单一、劳动意识薄弱以及协同育人探

索不足等等。而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破解这一

困境提供了创新机遇[4]。AI驱动下人类的劳动逐渐从常规劳

动转向创造性劳动，劳动结果可呈现出高度数字化的特征，

对应课程体系下的心理健康教育也不再局限于劳动任务的

完成度，通过捕捉学生在开展劳动时的心理变化及时进行干

预。这种干预效果以数据的形式呈现使得劳动的价值和心理

调适效果更容易被评估，进一步扩大心理健康服务的覆盖面，

最终提升其劳动能力和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2.1 个性化课程设计，提升学生劳动能力

个性化的课程设计是心理健康与劳动教育的协同教育

中提升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关键。AI可以通过学习分析技

术与大数据挖掘能力合理把控劳动模式在“心理健康”教学

中的课时比例，再把劳动实践和心理辅导结合起来，深入了

解每个学生的心理状态与行为特点，开发真正贴合他们需求

的课程内容。例如，针对表现出高焦虑倾向的学生，通过花

果蔬菜种子育苗到采摘收割的全劳动过程调节身心释放压

力；对于性格内向的学生，可先通过单人劳动逐步过渡到多

人团队协作项目，通过循序渐进的劳动任务慢慢增强学生自

信心和成就感。此外，AI技术支持跨学科课程的融合开发，

将心理学、社会学和劳动教育融合，设计出综合性课程让课

程内容更丰富有层次，也为学生搭建了多元的认知框架，让

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加深自我认知，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2.2 虚拟仿真与沉浸式体验，树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观

AI技术打破了传统“言传身教”的教学局限，可以通过

跨时空的教育资源整合显著激发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兴趣。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机器人可协作教师教学，让教

师从繁琐机械的脑力工作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个性化指导。

而 AI 结合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仿真劳动环境如模拟耕作、

竞技体育和社区服务等劳动项目可以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不

仅为学生提供了安全可控的实践环境，还丰富了实践形式。

例如，学生在虚拟工厂中体验生产线操作，在模拟农场学习

养殖知识，系统通过情绪监测、心率分析等实时反馈机制了

解学生在压力情境下的心理反应，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情绪

调节训练。研究表明，沉浸式体验能够显著降低心理疾病的

发生率，尤其在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方面效果显著[5]。

若在虚拟场景中融入成长故事或情感共鸣元素，还能进一步

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让他们在完成虚拟与现实劳动任务

的同时，通过心理工作坊系统化提升劳动素养与心理韧性。

这种虚拟仿真与沉浸式体验的参与方式不但提升了教育的

精准性，更注重学生的真实表现与内在成长，助力他们树立

科学的劳动价值观。

2.3 数据驱动的效果评估与考核创新，深耕“心劳互通”

协同育人模式

心理健康与劳动教育的融合涉及高校教务管理部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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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以及学生多方需求，因此考核体系需要兼顾科学性与

灵活性。通过 AI 技术构建柔性化的过程考核体系，不但可

以减轻教务部门和教师的工作压力，还能对学生劳动素养和

心理素养的提升起到帮助。例如，通过智能设备、语音识别、

情感分析等技术采集学生在劳动中的生理与行为数据（如心

率、微表情等），然后结合机器学习模型评估心理调适效果

来实施针对性的心理干预与辅导，让心理调适更及时，覆盖

范围也更广。在考核评价方面，传统期末考试的单一评价方

式既无法体现课程的实践性和体验感，而 AI 驱动的考核系

统从学生参与度、情绪反馈、任务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综合

评估学习效果，使过程性评价更加灵活多元，进一步加强了

教师对学生心理问题与劳动表现的洞察力，心理测试结果更

靠谱，心理调适也更自然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

系统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涉及侵犯个人权益与教育公平问

题，因此需要制定相关的规定政策加强监管，提高人工智能

技术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通过以上方式，“心劳互通”协

同育人模式就能发挥更大的教育价值，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

的复合型人才。

3 结语

劳动教育是大学生心理调适过程的重要载体，而心理健

康教育则为劳动教育开展提供认知和情感方面的支持，二者

深度融合既能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与劳动素养，又能推动高

校教育体系优化。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科技也为这种“心

劳互通”协同模式提供了技术赋能与内容创新的双重路径。

未来，高校劳动教育应结合劳动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充分

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整合多方资源，探索跨学科技术在劳

动教育中的应用，让学生在复杂劳动情境中学会心理调适方

法，实证心理健康干预的精准性，真正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

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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