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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五育并举”，改革中学“重智轻德”“重智轻劳”

及劳动课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现状，以中学劳动课为载体，加强中学劳动课课程思

政教育，在劳动中增强学生与劳动人民的共鸣共情，提升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培育学生科学精神，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以此推动中学劳动课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彰

显以劳动育人、以劳育德，发挥劳动课对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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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人才

的教育体系，重视学校劳动教育，从 2015年起，教育部等

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等，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规定大中小学开设劳动

课，并确立了新时代中学劳动课课程标准。中学劳动课从原

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其在素质教育中专

门育人属性，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

标志着中国特色劳动教育进入以课程标准规范性教学引领

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中学劳动课课程化后，如何以劳育人、以劳育德，在教

育教学中，根据劳动课课程特点，使劳动课在锻炼学生体能

与劳动技能中提升中学生政治素养，培养具有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中学劳动课课

程思政教育无疑是劳动教育题中之义。

一、素质教育要求中学劳动课与思想政治教育同

向同行

劳动是提高人自身生存、改善生活品质，推进社会进步，

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不竭力量，素质教育中劳动教育的“立

身之本”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德树人”是同向同行的，两

者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一方面，劳动课是对中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品德教育的

重要载体。中学思想政治与品德教育理论性较强，其教学基

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在中学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往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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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的生活体验，经验分享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与

能力教学目标的实现。中学劳动课教学，不仅对学生动手能

力与劳动技能训练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而且通过劳动课教学

对学生劳动观念改变、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内涵的理解、劳

动态度的端正、劳动情感的厚植、良好劳动品质和劳动习惯

的养成等都有“立身”的深刻表达和“立德”育人寓意。因

此，中学劳动课教育，本质上成为中学思政课教学核心政治

素养培育的重要内容与有效载体，是中学思政课的延伸。通

过劳动课教学，学生认识劳动创造财富，理解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强化对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的自信，对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达到政

治认同。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尊崇生产劳动与实践活动中的

劳动者职业精神，激发中学生社会参与意识，在树立正确劳

动观同时，夯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劳

动课在素质教育中融入思想政治与品德教育，实现劳动课与

思想政治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的同向同行，构建起素质

教育——劳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践体系。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与品德教育是劳动课的灵魂和最重

要的内容。中学劳动课课程设置，是基础教育回归自身，寻

求人自然属性和人类进化的基本特征过程性要求，让中学生

能够体验劳动的愉悦。劳动课课程思政教育的融入，是遵循

学生身心成长规律，适应了教育发展要求，使中学生在劳动

中感受与同伴共同劳动、互相帮助、和谐共处的友情，关注

到自然的美妙，感知到社会的大爱，认识到人作为社会的人，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和决定力量，深入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内涵及关系，从而使中学生在劳动中完

成心理与精神上的进步与成熟。

重视素质教育，在“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中，

中学劳动课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都是不可或缺的，二者是形与

神、身与心的关系。融入课程思政教育，是劳动课在素质教

育中遵循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由感性至理性，

由具体而抽象，从实践到认识的升华，是中学“大思政”教

育的重要体现。

二、中学劳动课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

现状分析

劳动课纳入义务教育，劳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与品德教

育，成为人才培养的内容与目标，但中学劳动教育存在严重

的缺失与弱化，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

首先，中学劳动课课程开设虚化，以劳动育人、以劳育

德的弱化。“育人先育德”，在中学，“重智轻德”“重智

轻劳”，劳动课为点缀式课程，没有专职老师，更不是政治

老师，劳动课与思政课没有形成合力，达到资源共享，教师

对学生劳动教育的行动力明显不足；学校没有配备劳动课教

材，无法为学生提供更多劳动实践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劳

动教育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劳动需求；劳动课主要停留在日

常生活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学生少有参与到与工人与农民的

劳动之中，体会不到劳动的艰辛；对学生以劳动来涵养高尚

劳动品德，将劳动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学校缺乏系

统考虑，甚至有的老师把劳动当作惩罚的手段……这些势必

影响学生劳动的态度，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劳动是可耻的，而

不是光荣的，中学劳动教育中思想品德的效果不理想。

其次，家庭淡化劳动对学生品德教育的功能。家庭教育

是启蒙教育，家庭劳动是中学生劳动实践最重要的渠道，可

以说，大部分学生对劳动的认知源于家务劳动、家长的教育，

家庭劳动教育是劳动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对学生劳动技

能的锻炼，良好劳动习惯的培养，感恩父母辛勤付出都具有

重要作用。由于许多家庭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较好，中学

生在家接受劳动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大多数家长仍是应试

教育的思维定势，认为孩子在学习阶段主要任务是学习，目

标是知识的获得，对于劳动，特别是简单的家务劳动、手工

操作是没必要锻炼，甚至错误认为劳动会挤占孩子的学习时

间，耗费孩子的学习精力，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尚未认识

到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自立自强，忽视劳动对中学生形成

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功能。

再次，学生自身对劳动课程思政教育认知存在偏差。虽

然中学劳动课纳入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中学生对待劳动课

的态度和观念，因为中学劳动教育课程边缘化、家庭劳动教

育淡化，使学生丧失了通过劳动实践体会收获劳动成果的愉

悦，感受不到自身价值的存在，导致学生对劳动课教育的认

知出现偏差。一些学生不爱劳动、不会劳动，是怕累怕苦，

有的学生愿意上劳动课，并非想从劳动课获得知识、能力与

情感体验，更多的是因为语数英等课程学习强度大，相比较

劳动课简单轻松。劳动课的缺失不能让中学生将把所学的书

本知识更好的应用于实践，感悟真知，更不能通过劳动教育

强化学生劳动观念，弘扬勤俭吃苦、创新创业、善于奉献等

劳动精神，其造就的是不劳而获的新生代。正因如此，“新

时代以来，劳动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对劳动教

育及其课程应该是什么的回答却不尽如人意——新瓶装旧

酒、偷换概念等仍大量存在[1]。”这正是本文探究中学劳动

课课程思政教育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学劳动课课程思政教育对中学生政治素养

的培育

深化中学教育改革，推动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以中学

劳动课为依托，加强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劳动教育

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必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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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劳动中增强中学生与劳动人民的共鸣共情。清华

附中张彪老师指出：“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不仅是要培养

学生自主生活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劳动价

值观，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2]。”教师利用劳动实践，在

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志愿者公益活动中，让学生领悟“劳

动创造价值”“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从而尊重劳动、崇尚

劳动，领会劳动伟大、光荣，珍惜劳动成果，改变过去不想

劳动，蔑视劳动，奢侈浪费的观念、态度和习惯，通过劳动

“还能培养他们团结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感受

到生产生活中蕴含的智慧[3]。”促进学生对待劳动和劳动人

民情感态度的升华，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感恩和孝敬

父母，使劳动教育成为规范公序良俗的道德教育。

二是通过劳动实践教学提升中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政治认同核心素养。教师在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劳动，引导学

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认识到只有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深刻内涵，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本质

的理解，从而感谢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珍惜中国共

产党千辛万苦打下的红色江山，同时，“告诫青年青春是用

来奋斗的，在奋斗中报效国家，奉献社会是人生最亮丽的底

色[4]。”

三是在劳动课劳动技能训练中培育中学生科学精神。有

了劳动实践的载体，不仅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了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感悟自身与劳动的价值，老师在劳动课教学中应始

终把劳动精神与政治核心素养中的理性精神有机结合，传授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真谛，懂得

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劳动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道

理，教育学生学习工人、农民劳动精神，以劳模为标杆，要

有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争一流的

创新意识、淡泊名利的无私奉献精神。正因为“劳动教育本

身就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可以很好地弥补文化课程的缺陷，

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5]”和科学

精神。

四是劳动课课程思政教育着力于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素质教

育，是以人为根本，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注重人的

潜能挖掘、健全人的个性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教育。中学生正

是世界观形成关键节点，可塑性强，以劳动教育为契机，以

劳动课促进学生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马克思说过“未

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

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

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面对中学生劳动观念淡

化、劳动技能弱化给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从

‘德智体美’到‘德智体美劳’，赋予了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人”

新的内涵。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劳动课在提高

学生的劳动技能同时，通过劳动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兴

趣，挖掘学生潜能，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增进师生、同学、

工农之间的团结互助关系，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劳

动教育是全面教育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环节，与德智体美之间

相互联系，可以推动中学生全面发展[7]。”中学劳动教育促

进培养德育，提高学生政治素养，会进一步使劳动教育增强

智育、辅助体育、提升美育，达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学生成为更为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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